
赵城金藏系列
《赵城金藏》是金朝熙宗皇统（1141—1149）初年，潞州（今属山西长治）民女崔法珍

在山西、陕西部分地区断臂化缘，募资所刻汉文大藏经。因发现于山西赵城 (现已并入

洪洞)广胜寺，故后世称之为《赵城金藏》。此文章将作为系列搜集各卷册（本站现已

整理6种11卷）。

《赵城金藏》以宋代我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的版式，于金皇统九年

（1149）前后开雕，大定十三年（1173）前后工毕。因刻于金代，后被供养在赵城县

（今属洪洞县）广胜寺，  广胜寺位于山西省洪洞县霍山南麓，是一座有着1800多年历

史的古刹，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原名为俱卢舍寺。《赵城金藏》每卷卷

首又加刻广胜寺刊刻的《释迦说法图》，被叫做《赵城金藏》，也简称为“赵城藏”。

1933年，一个名叫范成的高僧到山西洪洞县广胜寺考察，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十二个

藏经柜中发现了这部藏经。他对寺院收藏的5400  多卷的经卷进行考察研究，其中发现

了一部珍贵的藏经，当时没有人知道这部藏经是谁主持刻印的。1934年，南京又派遣

一个名叫蒋唯心的人到广胜寺考察  ，前后40多天，他将大藏经全部展阅一遍，经过多

方面研究考证，最终认定这部藏经为金代刻印，又因在赵城广胜寺发现，故定名为

《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印刷清晰，字体劲拔，每卷首均有精美的佛陀说法图，其刀法线条和宋

版佛经相比，具有豪放严整和生气有力的特点，是我国印刷史上的珍贵标本，是研究

我国刻经史和版本史的珍贵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历代佛教书籍制作演变过程，也可以

看出佛藏与当时金本的平水（临汾）水平，特别是每平水版画之间的关系，是印刷发

展史上的一座了不起的宝库，在中国版本目录学和雕版印刷史上也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妙臂菩萨所问经.4卷.宋释法天奉诏译.赵城广胜寺金版大藏经之一.金刊本（89.5M）

阿毗昙甘露味论.2卷.尊者瞿沙造.曹魏代译失三藏名.赵城广胜寺金版大藏经之一.金刊本

（85.6M）

佛说大自在天子因地经.1卷.佛说如意摩尼陀罗经.1卷.宋释施护译.赵城广胜寺金版大藏

经之一.金刊本（22.9M）

随相论.上下同卷.陈释真谛译.赵城广胜寺金版大藏经之一.金刊本（9M，普通清晰）

杂阿毗昙心论.残1卷.卷11.刘宋释僧伽跋摩等译.赵城广胜寺金版大藏经之一.金刊本

（34.9M）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1卷.第417卷.唐释玄奘奉诏译.赵城广胜寺金版大藏经之一.金刊本

https://old.shuge.org/ebook/zhao-cheng-jin-zang/


（30.8M）

《赵城金藏》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全的大藏经，具有无可比拟的史料价值，它是由金代

崔法珍断臂化缘筹款，历时30余年刊刻而成的汉文大藏经，是谓“金藏”。因在山西

赵城广胜寺被发现，故称为《赵城金藏》。这部佛教全书，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

历史、语言、文学等领域的古籍，被佛教界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笈”。1949年北平

解放后，《赵城金藏》运至京城，移交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现国家

图书馆馆藏《赵城金藏》共计4813卷，版本为元初太宗与其后听政时期的补雕本，是

当时广胜寺派专人去北京请印而成的版本。

广胜寺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县城东北17公里霍山脚下的佛教寺院。著名佛教大藏经趙城

金藏就是出自广胜寺，1961年广胜寺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胜寺分

上、下两寺，上寺在山顶，下寺在山麓，相距半公里多；下寺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元代

修建的，上寺则大部分经明代重建。

注：以上现藏于京都大學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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