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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再造善本》 （续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的甄选
郭　 晶

摘　 要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首次收入 ２９ 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自成一编，名为《少数民族文字文

献编》。 《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参照《中华再造善本》两期选目原则，根据当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存

藏状况及文献自身特性，另立选目原则。 本文从底本核查、选目删汰、选目调整及特色选目释例等角度，
全面阐述其对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甄选情况。 表 １。 参考文献 ７。
关键词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古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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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珍贵古籍的安全保护、开发利用，继
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繁荣发展，文化部、财政部于 ２００２ 年共同

启动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 该工程分两期进

行：一期工程为 《唐宋编》 《金元编》，共计选目

７５８ 种，已于 ２００７ 年完成；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中华再

造善本》（续编）工作正式启动，续编内容为《明
代编》《清代编》及《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共计

选目 ５８３ 种。 其中，《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收

录了 ２９ 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以下简称“民文

古籍”）。
中华文明由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少数民

族文字文献编》的编纂，不仅使“中华再造善本”
工程在文献选录方面更加全面，而且体现了我国

“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完整地保护了各民族历史文

献和优秀传统文化，对促进多民族文化的大发展

大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１　 民文古籍甄选的范围和原则

在《中华再造善本》编纂工作中，首要的也是

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选目。 选目工作包括确定选目

范围和原则、甄选古籍、核查底本、选目删汰及调

整等内容。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因为涉及文种多且

能识别的人少、存量丰富而存藏分散、内容迥异却

无体系分类，加之民文古籍整理工作基础薄弱，缺
乏正式书目，因而加大了《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
选目工作的难度。 为此，“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

纂出版委员会多次组织民文专家就民文古籍的

选目问题进行研讨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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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甄选范围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浩如烟海，明清时代

的传本和抄本更是数量庞大，要在全国范围内直

接甄选出适合再造的民文古籍，犹如大海捞针，
几乎不可能完成。 然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

展以来，已经相继公布了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简称“名录”），在民文古籍部分共收录了 １４
种少数民族文字的 ９０８ 部古籍。 入选名录的这些

民文古籍是严格按照《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

级标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遴选出的一、二
级古籍，这为民文古籍选目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确

切的甄选范围。

１ ２　 甄选原则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两期选目总原则为文

献产生时代早、文献流传数量少、文献或版本价

值高，但因两期工作中所选古籍的时代不同，选
目侧重点略有差别。 一期工程主要甄选唐宋金

元时期刻印、传抄汉文古籍中举世罕传的精品佳

品，通过再造达到“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目的，
所以甄选既注重古籍的学术内容，也看重古籍的

版本价值。 续编工程中汉文选目以明清时期古

籍为主，该时期版印、传抄的古籍存世量较大，因
此甄选遵循“扬学传本”原则，即选目时首先考虑

典籍的学术价值，其次再考虑传本。 但对于民文

古籍的甄选来说，不论是一期的“传本扬学”，还
是续编汉文古籍的“扬学传本”，都无法照搬照

用，只能在遵循再造工程选目总原则的基础上，
根据各文种古籍的流传方式及存藏情况，另立

原则。
一、所选民文古籍在文种上尽量求全，尽可

能多地甄选出不同文种的典籍，以体现我国多元

的民族文化。
二、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刻本较少，多以

抄本流传。 因此，对于有刻本行世的民文古籍，既
要珍惜，也要严格甄选。 如：西夏文古籍、藏文古

籍、蒙古文古籍及满文古籍等，要求所选民文古

籍都应是本文种中最早、最佳或最具价值的传本。
三、每个文种都有大量抄本传世，多涉及佛

经、占卜、祭祀及经咒等宗教信仰方面的内容，所
以甄选抄本时应着力突出“扬学”，将典籍的文献

及学术价值放在第一位考虑。 要求所选民文古籍

突出创世经典、社会管理、医药技术、文学历史等

方面的内容，尽量少选迷信色彩浓重的古籍。
根据以上选目原则，在 １４ 个文种 ９０８ 部民文

古籍中，甄选出 １３ 个文种 ３４ 部民文古籍作为续

编中《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的初选书目，其中包

括 １４ 部刻本和 ２０ 部抄本。 遴选出的 ３４ 部古籍

虽然各有特色，但不一定都能作为再造的底本使

用，还需要经过底本核对，从中筛选出有效选目进

而再造。

２　 底本核查、选目调整及删汰

２ １　 底本核查

汉文古籍底本的核查方式，一般有两种———
专家赴实地核查或由底本收藏单位自行核查。 由

于民文古籍存藏分散，因而多由底本收藏单位自

行核查。 底本核查的内容包括核对文献内容是否

完整、版本著录是否准确、污损涂改是否过多、装
帧是否适合拍摄等。 另外，受市场经济与制作成

本的双重制约，超出成本预算太多的大部头典籍，
暂缓考虑选录。 经核查之后，如底本适合再造，还
需得到各底本收藏单位的使用授权，才能成为最

终选目。
初选的 ３４ 部民文古籍共涉及 ７ 个省、市、自

治区的 １５ 家收藏单位，其中 ６ 家馆藏单位地处少

数民族聚集地，因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只能由收藏

单位参照底本核查标准自行核查底本，北京周边

的馆藏单位则由相关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专家

核查底本。 这两种底本核查方式的有效结合，大
大加快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底本的甄选工作。

２ ２　 选目调整及删汰

在底本核查工作中，有 １ 部古籍需要做微调，
另有 ５ 部古籍无法再造，原因各异。

回鹘文文献《弥勒会见记》，不仅是我国维吾

尔族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也是现存最早的佛教教

义剧本。 由于此书时代久远，为保护原件安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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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选目调整为《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又名

《玄奘传》。 此本由回鹘著名僧人僧古萨里译自

释慧立所著的同名汉文本，翻译时间大致在 １０ 世

纪左右，属时代较早的文学译作。 １９３０ 年在新疆

发现，虽为残卷，存 ２４８ 叶，却是研究维吾尔古代

寓言的重要资料，并具有一定的文学文献价值。
于阗文古籍《陀罗尼咒》直接译于梵文原著，

抄写时代早，属于佛教典籍。 此经是细长的卷轴

装，高 １７１ 厘米、宽 ７ 厘米。 这种极特殊的装帧形

式，在拍摄时无法保证古籍本身不受损害，同时

也加大了后期的制作成本，所以不适合再造，只
能放弃。

蒙古文古籍《军律》是清崇德刻本，清朝刊刻

的第一个关于出征、行军和作战的军事纪律法

规，内容稀罕。 但此书残缺过半，已不适合再造影

印出版。
察合台文古籍《和卓传》，又名《艾孜扎略传

（和加传）》 ［１］ ，是研究和卓在新疆活动的重要史

料，但传世抄本较多，且有多个文种译本流传，只
能放弃。

多文种古籍《会同四译馆译语》是清代皇帝

敕纂而未刊行的一部多文种合璧的翻译词典。
该书广泛搜辑外裔番字诸书，为研究三个世纪以

前的西欧、东南亚及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

字，提供了有力的学术依据。 但此书全本的种数

及册数未见记载，仅知现存 ４２ 种 ７１ 册，残缺情况

未知，又属大部头文献，册数较多，成本远超预算，
只能放弃。

藏文古籍《释量论》，又名《量释论》、《量评

释》，又称《广释量论本颂》，是著名的因明经典论

著，由古印度因明学大师法称直接用梵文著成，
后由藏族译师俄·洛登协绕与卡怯班智达格登

杰布译为藏文。 此书一直被馆藏单位著录成“明
刻本”，在第四批《名录》评审中发现，书后题记明

确记着：“达玛巴拉意愿，施刊五百函。”可知此书

是忽必烈第三任帝师达玛巴拉，于公元 １２７９ 年至

１２８７ 年间在大都雕造而成，所以此书版本应为元

至元第三帝师达玛巴拉大都刻本。 长期以来，学
界认为现存藏文典籍最早的刻本出现在明永乐

年间，此书的出现将藏文版印史提前了二百余年，
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 ２０１３ 年，此书

作为重要民文古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

“古籍普查重要发现暨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

展”中展出，全帙为梵夹装，共 ７０ 叶，每面 ６ 行，双

面文字，刻印精美、保存完好，适于再造，可成为本

次民文选目最大的亮点。 但与馆藏单位多次沟

通，始终未得到该书的底本使用授权，不得不与其

失之交臂，成为最大的缺憾。

３　 最终选目及特色选目释例

底本核查工作结束后，最终确定 １３ 个文种的

２９ 部民文古籍入选《中华再造善本》 （续编） （见
附表）。 在甄选出的 １２ 部刻本中，不乏珍贵善本

与孤本。

入选第一批名录的藏文古籍《因明正解藏

论》，又名《量理宝藏论》，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

撰，藏传因明学论著，萨迦派习因明者必读之书。
在第一批名录中，名录号为 ０２２８６，版本著录为元

写本，在初选民文选目时发现，此书书影字迹清

晰，有刻印特征。 在复核底本时，看到书后两则题

记，译为汉文分别是：（１） “姓氏高贵而贤淑具慈

悲心，善万事治理之大妃察必主持始刻；其子之高

贵皇妃，佛教及万民之母阔阔真之命……藏历木

猴年（一二八四）十二月八日完成刊刻圆满。”（２）

“贵妃卜鲁罕，具天神贤德，施印《因明正解藏论

（自注）》，二百套，供讲习。”由此可知，忽必烈之

后察必捐资开雕此书，至元十八年（１２８１）察必去

世，其儿媳阔阔真继续捐资，至至元二十一年

（１２８４） 完成，所以该书应成于至元二十一年

（１２８４）。 元成宗时期（公元 １２９５ 年—１３０７ 年），
忽必烈孙媳卜鲁罕捐资刷印。 该书整体的刻版风

貌近似《释量论》，刻于大都的可能性极大，所以

该书版本疑为元至元二十一年大都刻本，这说明

有可能早于《释量论》的版本年代。 本次选目工

作中，对该书版本的纠正，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释量论》缺失的遗憾，而且进一步证明藏文版

印史自元代就有，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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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刻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目前被认

定为最早的西夏文活字印本，同时被列为中国 ６４
件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之一。 该书出土于宁夏

贺兰县拜寺沟方塔的废墟中，蝴蝶装，共 ４９９ 面，
叶面尺寸不尽相同。 文中标示页码的汉字，正字

与倒字形近的数字如“二” 和“四” 等有倒置现

象［２］ ，力证该书为活字印本。 元刻本《过去庄严

劫千佛名经一卷》发愿文记：“至元三十年（１２９３）
万寿寺中刻印，应用千种、施财万品数超过。 成宗

帝朝大德六年（１３０２）夏始告完毕。” ［３］ 由此可知，
此经属官刻，是元政府组织雕印的西夏文大藏经

中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西夏文文献。
元刻本《孝经》是儒家经典的汉文与蒙古文

合璧本。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第二十七载：
“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 自天子达于

庶人，虽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义也。 先王因之以

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严而顺，不肃而成。 斯实

生灵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大

汉后，极力推行汉法，尤其尊儒兴学，擢用一批通

晓蒙语的汉人翻译儒家经典，《孝经》就是其中之

一。 《元史·武宗本纪》载：“十一年……八月辛

亥，中书右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
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

是而行。 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而下皆赐

之。’”足证元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曾刊刻过此书，
且为此书蒙古文之祖本。 明代《酌中志》“内版书

目”中载：“《达达字孝经》一本，四十二叶”，可知

明代也曾刊印过此书。 该书馆藏单位故宫博物

院著录为清初刻本，《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

史》著录为元代刊刻蒙古畏兀字与汉字对译本，
《全国蒙文古旧数据联合目录》著录为元刻本，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著录为元刻本，后附问

号。 虽众说不一，但加以再造，利于保护。 元代虽

然经历了一个汉籍蒙古文译本的兴盛时期，但目

前唯一存世的元代刊刻，或者说具有元代刻板风

貌的蒙古文古籍仅为此本《孝经》，虽为残帙，却
承载了重要的历史意义，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

在南方几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只有彝文

文献有刻本存世，而且数量极少，其中明刻本《劝

善经》，是现存彝文古籍中最早的彝文刻本，可算

是凤毛麟角。 据马学良先生考证，此书似刻印于

明代水西罗甸王时期，即明万历三年（１５７５ 年），
有很高的版本价值［４］ 。 该书彝语“尼木苏”，译自

汉文典籍《太上感应篇》，结合彝族的宗教礼俗、
社会思想、心理情态等方面，用通俗易懂的预言逐

节逐条释义，劝诫人们从善，具有一定的学术资料

价值。
在 １７ 部抄本中，甄选了于阗文古籍《对治

十五鬼护身符》 ，目前已知的于阗文文献一般

产生于 ６—１０ 世纪，是民文古籍中最早的抄

本。 于阗文古籍对海内外敦煌学研究有着特

殊的文献价值。
藏文古籍《四部医典·后续医典部注释》是

此次甄选工作中唯一的一部医学著作。 《四部

医典》相传为宇妥·云丹贡布编著，成书为公元

８ 世纪左右，是藏医学的主要医典，被誉为“藏医

药百科全书”，提出了藏医药学中最系统、最完

整、最根本的理论体系。 此次甄选的西藏藏医学

院图书馆藏的《四部医典·后续医典部注释》是
对《四部医典》中“后续部”的注释，属诸多传抄

本中，抄写时代较早的文献，具有一定的专业学

术研究价值。
东巴文《创世纪》又名《人类迁徙记》，被称为

纳西族的英雄史诗。 此书前半部分是创世神话，
后半部分是洪水神话，歌颂了纳西族祖先不畏自

然带领族人迁移的英雄事迹，充分体现了纳西族

对人类起源的理解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启

了纳西民族文化思想史之先河，对后来纳西文学

中悲剧的产生有极大的影响［５］ 。
此次甄选出来的 ２９ 部民文古籍中，有三部古

籍没有进入《名录》，属于在古籍普查工作中新发

现的文献。 其中，存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满文

古籍《异域录》，又名《异域风土记》，是一部记录

西北域外风土之书。 此书实为图里琛奉命出使土

尔扈特，返京后呈送康熙的奏章，详细记述域外道

里、山川、民风、物产及土尔扈特迁徙之由等，并附

舆图及日记。 其中，对于俄罗斯境内的描述尤为

珍贵，是清代第一部涉及北部和西部域外地理及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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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的典籍，也是研究我国西蒙古厄鲁特部民族

史、明末及清代新疆地区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参考

资料［６］ 。 此书直接用满文写成，后被译为汉文本

传世，并收录进《四库全书》。 其版本为清雍正九

耐堂刻本，经考证此本为最早之本，且是孤本，具
有很高的版本及资料价值。

４　 结语

这 ２９ 部民文古籍各有特色，异彩纷呈，从不

同角度展现出民文古籍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

性和艺术代表性。 对于民文古籍保护来说，再造

影印不仅是一种再生性保护，更是一种将科学整

理与合理利用有机结合的尝试，将大大促进民文

古籍的流通、传播与利用。 民文古籍就像遗失在

民间的珍珠，一直藏于深山古刹，如果得不到重

视与整理、缺少科学的保护和修复，将随着时间

的消逝而黯然失色，甚至逐渐消失。 由于“中华

再造善本”项目的实施，２９ 部民文古籍才能通过

再造的形式，展现出自身的价值，但这只不过是

其中微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民文古籍没有被发

现与保护，更谈不上体现其价值。 期待今后能出

现更多、更好的再生性保护方式，让民文古籍保

护事业及整理研究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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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书目［７］

序号 文种 题名 责任者 版本 底本存藏单位

１ 于阗文 对治十五鬼护身符 三至十世纪写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２ 藏文 因明正解藏论
萨迦班智达·贡嘎坚
赞撰

元刻本 西藏图书馆

３ 藏文
四部医典·后续医典
部注释

拉宗·扎西巴觉桑波
撰（明）朗嘎洛珠抄

明写本 西藏藏医学院图书馆

４ 回鹘文
大唐 慈 恩 寺 三 藏 法
师传

（唐）释慧立 彦悰撰
胜光法师译

五代写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５ 西夏文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西夏时期木活字印本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
古研究所

６ 西夏文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
萨普门品一卷

西夏时期刻本 敦煌研究院

７ 西夏文 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 蒙古时期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８ 西夏文
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
一卷

元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９ 白文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
经抄

（唐）释不空译 释良
贲疏

大理时期写本 云南省图书馆

１０ 蒙古文 孝经 （元）孛罗铁木儿编译 元刻本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１１ 蒙古文
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
传略七卷

（清）罗布桑萨玛如尼
玛撰

清中期刻本 中国民族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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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文种 题名 责任者 版本 底本存藏单位

１２ 蒙古文
蒙古文法诠释苍天如
意珠

（清）丹津扎巴撰 清雍正北京刻本 中国民族图书馆

１３ 察合台文 铁匠书 清抄本 中国民族图书馆

１４ 察合台文 纳瓦依诗集 艾里希尔·纳瓦依撰 清抄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１５ 察合台文
伊玛目艾山与伊玛目
玉赛音传

清抄本 中国民族图书馆

１６ 彝文 劝善经 明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１７ 彝文 六部经书 明抄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１８ 彝文 彝汉教典 清乾隆二十一年抄本 清华大学图书馆

１９ 满文 范忠贞公文集四卷 （清）范承谟撰
清康熙四十七年内府
刻本

辽宁省图书馆

２０ 满文 异域录二卷 （清）图理琛撰 清雍正九耐堂刻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

２１ 满文 三合便览 （清）敬斋辑 富俊补
清乾隆五十七年富氏
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２２ 满文 御制盛京赋三十二卷 （清）清高宗弘历撰 清乾隆内府抄本 辽宁省图书馆

２３ 东巴文 创世经 旧抄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２４ 东巴文 东巴舞谱 旧抄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２５ 傣文 茫莱法典 旧抄本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少数民族研究所

２６ 傣文 领主法典 旧抄本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少数民族研究所

２７ 水文 逢井 清光绪十八年抄本 中国民族图书馆

２８ 水文 六十龙备要 清抄本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
档案馆

２９ 古壮文 么破塘
清光 绪 七 年 韦 善 经
抄本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
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
导小组办公室

（郭　 晶　 馆员　 国家图书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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