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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古籍的科学管理和开发利用
摘　要　少数民族古籍具有语言文种的多样性、载体形态的复杂性、文献体裁的多样化及文献分

布的地域性等特点。要做好民族古籍的收集工作 ,实现分类标准化。编目要符合民族古籍的特点

和规律。重视民族古籍的流通管理和现代化管理 ,实现资源共享。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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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一多民族国家 ,每个民族都有一部悠久的

历史 ,每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灿烂的古代文化 ,古代

典籍十分丰富。

1 　民族古籍的数量

我国的民族古籍内容丰富 ,文种多样 ,数量庞大 ,

但由于民族古籍收藏分散 ,有些古籍尚未发现或尚无

力整理等原因 ,对其数量进行统计相当困难 ,只能从

有关文献记载和一些收藏出版情况中了解和估测。

如藏族古籍 ,在西藏自治区各大寺院及档案部门存有

古籍 4. 6 万多函 ;甘肃省甘南州拉卜楞寺藏经卷 6 万

多部 ;青海省塔尔寺除《甘珠尔》、《丹珠尔》外 ,另有藏

文古籍 3341 函 ,编为 2. 55 万多条书目 ;四川省德格

印经院保存的经版有 21. 55 万块 ;青海省塔尔寺印经

院保存 3. 4 万多块经版 ,每块双面刻版 ,计 4. 3 万多

面 ,藏文档案 300 万卷 ;北京地区各单位收藏藏文典

籍近 2 万函。傣族古籍 ,至明万历四十二年 (1614) ,

傣族叙事长诗已发展到 500 多部 ;傣文古籍 8. 4 万

卷 ,其中《经卷》2. 1 万卷 ,《律经》2. 1 万卷 ,《论藏》4. 2

万卷。满文古籍仅档案一项就有 150 万件 ,其它文献

约 1000 余种。彝文古籍近万种。蒙古文古籍 1. 7 万

余种。纳西族东巴经卷有 1000 余种 2 万册。维吾尔

文、哈萨克文古籍也非常丰富。此外 ,汉文古籍中也

保留了大量与少数民族有关的文献 ,总数约在 7000

种左右。据记载 ,保留下来的民族古籍有 30 个文种。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民族文字文献共有 26 个文种 10

多万册件。其中文种繁多的民族古籍主要有藏、蒙、

八思巴、西夏、女真、回鹘、察合台、东巴、彝、傣、满等

10 余个文种。一些没有民族文字的民族 ,也有大量

研究他们的文献 ,可见民族古籍卷帙之浩繁。

2 　民族古籍的特点

2. 1 　语言文种的多样性
我国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创造并

使用多种文字 ,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满族、哈萨

克族、柯尔克孜族、朝鲜族、彝族、傣族、拉祜族、景颇

族、锡伯族、俄罗斯族、壮族等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 ,

其中有的文字具有较长的历史 ,如藏文字创制于 7 世

纪上半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 ;早在 12 世纪初 ,蒙

古族就已熟练地应用回鹘蒙古文 ;彝文有 2000～3000

年的历史 ;维吾尔文有 1200 年的历史 ;壮族的方块字

也有 1000 多年的历史。这些民族文字历史悠久 ,都

有丰富的典籍传世。

2. 2 　载体形态的复杂性
我国国土辽阔 ,疆域广大 ,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

祖国的边陲。由于每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 ,自

然和社会生存环境不一 ,因而导致了文明程度和科学

技术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 ,民族古籍载体形态因此呈

—44—



现多样性 ,有图书、表谱、文件、手稿、档案等。有记录

吐蕃时期典章制度、政治机构、经济体系、社会结构、

民族关系等珍贵资料和远古传说等文学作品的敦煌

写卷 ;有记载官方会盟、记功、述德、祭祀、颁赏、封诰

的金石铭刻 ;有用铁笔刻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经“贝

叶经”;有雕凿在岩壁上描绘先人生产生活壮观景致

的崖画 ,等等。

2. 3 　文献体裁的多样化
除史书、政书、天文历算书、宗教经典、土司世系、

文牍档案等体裁的文献外 ,许多民族拥有特殊体裁的

文献。如彝文古籍中的作斋经、作祭经、指路经、占卜

书、福禄书、百解经 ,以及不同场合使用的歌书 ,如婚

姻歌、酒礼歌、丧祭歌等。再以纳西族的《东巴经》为

例 ,《东巴经》500 多卷 ,700 多万字 ,全部用象形字写

成 ,对天文、历法、地理、历史、人文、医药、动物、植物、

武器、服饰、饮食、生活、家庭形态、宗教信仰、民族关

系、农业、畜牧业等均有记载 ,是了解纳西族古代社会

的百科全书。

民族古籍体载的多样性更充分地体现在文学作

品上。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 ,这些神话

包括开天辟地、人类起源等。叙事长诗是民族文学的

另一种体裁 ,各民族的叙事长诗歌颂了本民族的历

史 ,歌颂了民族英雄、美好爱情和人间的真善美。故

事、谚语、传说、祭词等体裁的文献都以不同的方式记

录了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过程。

2. 4 　文献分布的地域性
占全国人口总数 8. 04 %的少数民族 ,居住在面

积为 64 %的国土上。少数民族居住地域辽阔 ,不同

地区的自然环境差异很大。地域的多样性导致了民

族古籍的地域特点 ,这种地域文化的特点在民族古籍

中随处可见。

民族古籍的地域性反映在文献的具体内容上 ,还

体现在民族古籍的收藏上。如藏文古籍目前主要收

藏于西藏、甘肃、青海等藏族聚居地的寺院 ,收藏地点

相对集中。

收藏相对集中有利于文献的保存和管理 ,但由于

地域之间的差异和闭塞 ,在民族地区经济条件较为落

后的情况下 ,有碍于文献资料的共享和各民族文化的

交流。

3 　民族古籍的科学管理

搞好民族古籍的管理工作 ,充分发掘各少数民族

的古代文化典籍 ,做到古为今用 ,是民族文献情报部

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3. 1 　做好民族古籍的收集工作
我国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官办的藏书楼比较匮

乏。有些召庙、寺院、王府虽曾有过藏书 ,但由于连年

的战争 ,游牧迁徙 ,召庙寺院塌毁 ,致使许多珍贵的民

族古籍散落民间。深入民间、召庙、古旧书店、书摊搜

集选购民族古籍 ,是图书馆搜集民族古籍的最有效途

径。比如被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视为镇库之宝的《甘

珠尔》、《丹珠尔》就是从召庙里请来的。

3. 2 　实现民族古籍分类标准化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分类很不统一 ,极不规

范。有的沿用四库分类法 ;有的用解放前所编的分类

法 ,有自编民族古籍分类表 ,有的用新分类法。基本

上各自为政 ,严重影响了民族古籍分类工作的标准

化。笔者以为 ,除特殊情况外 ,民族古籍的分类还是

采用标准分类法 ———《中图法》为宜。

3. 3 　编目要符合民族古籍的特点和规律
民族古籍相对新书来说 ,著录比较复杂。在以往

编制款目的过程中 ,大都没有针对具体民族古籍区别

运用附加和分析方法 ,读者很难从概括、粗泛的目录

中查找到所需资料。加之民族古籍内容庞杂、主题多

头、书名晦涩、名实往往不符的特点 ,更增加了查找判

断古籍内容的困难。在目录上 ,应根据每种民族古籍

的具体情况 ,增加内容提要 ,分编人员应有区别地增

加附加和分析款目 ,给读者检索提供方便。

3. 4 　重视民族古籍的流通管理
民族古籍的流通和保管应设专人负责。民族古

籍比较珍贵 ,由专人保管 ,容易树立管理责任心 ;由专

人负责流通 ,能使工作人员熟悉它们 ,在工作中能够

主动为读者提供 ,提高民族古籍流通率。

3. 5 　完善民族古籍现代化管理 ,实现资源共

享
一是利用计算机编制书目索引 ,为读者提供现代

化的民族古籍目录检索手段 ,使读者可以快速查找所

需资料 ;二是建立专题数据库 ,提高服务层次 ;三是走

协作攻关的道路。各收藏部门可以联合将孤本、善本

的原文用刻录方式制成光盘纳入数据库 ,共同开发利

用 ,实现资源共享。

4 　民族古籍的开发利用

民族古籍资源的开发利用 ,主要是指在保存好、

整理好浩如烟海的民族古籍的基础上 ,将具有研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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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价值或现实作用的史料揭示并提供出来 ,为社会发

展和经济建设服务。民族古籍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

以保存和整理好民族古籍为基础 ,有组织、有计划、有

目的地进行。开发利用民族古籍是全社会的事情 ,没

有图书馆同研究、出版等部门的协作配合 ,没有财力、

人力的保障 ,同样不会收到实效。

按照社会需要 ,组织实际工作部门同民族古籍资

料工作者相结合 ,选择确定专题 ,将散见于民族古籍

的相同、相近或相关的论述汇集起来 ,加以编撰 ,或出

版印行或制成卡片 ,使需要者一检即得 ,既方便又省

时。

组织有关专家学者 ,对众多的民族古籍资料进行

鉴定评估 ,对其中确有学术价值的进行翻译、校勘、标

点、断句、注释等整理工作 ,重新出版。

有目的、有选择、有计划地编制各种不同的专题

或专科的书目、索引和文摘。举凡山川、地理、人物、

风情、事件、掌故、词语、物产等均可作为标目 ,充分发

挥、揭示馆藏 ,提高读者使用民族古籍资料的利用率 ,

降低拒借率。《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

《全国满文图书联合目录》、《全国满文石刻目录》、《北

京现存彝族历史文献目录》、《藏文典集类目录》、《中

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等目录的相继问世 ,为编制各种

不同的专题或专科的民族古籍书目、索引和文摘提供

了方便。我们应该把握这一有利条件 ,开展更深层次

的服务。

对可供使用、研究并具有参考价值的孤本 ,可影

印出版 ,广泛扩散 ,使孤本不孤。比如中国民族图书

馆复制出版的大部头民族古籍《八旗通志》一书 ,出版

后很快销售一空 ,不仅满足了用户需要 ,而且为国家

节约不少外汇。

大力开展馆际互借和交流 ,提高民族古籍的利用

率。搞好馆际互借和交流可以有效地打破封闭 ,实现

资源共享。中国民族图书馆自 1983 年以来共开发

汉、蒙、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满、彝等 12 种文字

的馆藏民族古籍 500 种 31. 7 万册 ,提供给全国 19 个

省、市、自治区的 500 多个单位使用 ,产生了良好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5 　建立完善的民族古籍整理体系

虽然历代都曾有人对民族古籍作过一些整理 ,但

还很不够。为了抢救保护我国少数民族宝贵的文化

遗产 ,有必要大力开展古籍整理工作。自 1983 年民

族古籍整理工作走上正轨以来 ,在党和政府各有关部

门的支持下 ,在各地同仁的共同努力下 ,全国已出版

了 3000 多种民族古籍。但是 ,过去的民族古籍整理

工作 ,往往偏重在民族古籍内容本身 ,如鉴别、标点、

注释、校勘、编选、辑佚、出版等范围内。这是对民族

古籍整理工作狭义的理解和做法。民族古籍整理工

作的范围 ,还应更广泛得多 ,应该包括领导机构、工作

体系、专业队伍、科学理论、搜集挖掘 (包括收购、调

查) 、整理保护、技术设备等方面。目前 ,民族古籍整

理工作应大力从广义范围来开展 ,具体说就是要建立

一个完整的民族古籍整理体系 ,并着重解决以下几个

方面的问题。

5. 1 　建立强有力的民族古籍整理领导机构和

有效的工作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得

到中央的大力支持。1983 年国家民委专门召开全国

民族古籍整理规划会议 ,并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即使

这样 ,仍然不够 ,还有必要使这些机构成为具有国家

行政权力的领导机构。在这一总机构下 ,再设若干层

次的工作体系来负责领导、规划和进行民族古籍整理

的实际工作 ,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工作效率 ,多出成

果。

5. 2 　迅速培养一支民族古籍整理的专业队伍
目前我国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岗位上的在职人员 ,

大多数是从其他方面转过来的业务干部或行政干部 ,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年人 ,他们克服困难 ,开拓前

进 ,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是就其业务素质来讲 ,与民

族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要求还不能完全适应 ,如何提

高在职民族古籍整理干部的业务素质便成了迫切需

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 ,从近几年的实际情况看 ,

熟悉民族古文献的人减少了 ,能整修、保护民族古籍

的技术人员则更少。因此 ,只注意培养熟悉民族语

文、民族古籍、能整理民族古籍内容的古籍整理专业

人员是不够的 ,还应从广义的范围来培养民族古籍整

理专业人员。

现在应该对培养民族古籍整理专业队伍有一个

整体计划 ,长期目标和应急措施相结合。所谓应急措

施就是立即培训急需的民族古籍整理人员 ,具体包

括 : (1)发挥老专家 (包括对民族古籍整修、保护有手

艺专长的人员) 的作用 ,抢救他们的专业知识。这部

分人现在为数很少 ,并多在 60 岁以上 ,今后还会越来

越少 ,如不及时抢救他们的知识、技术 ,努力培养后继

力量 ,造成的损失将很难弥补。(2)合 (下转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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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声像制品来管理电子出版物 ,数据采集量大 ,管理

不方便而且数据利用率低。把电子出版物从资料中

分离出来形成单独的种类进行管理 ,开展对电子出版

物管理、检索的研究以及软件的研制 ,是对图书馆除

图书、期刊、资料外又一品种的有效利用 ,有利于改进

管理模式 ,进一步加快信息电子化 ,增加网络信息服

务的内容 ,达到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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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6 页) 理使用现有民族古籍整理人员 ,并采

取措施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提高工作效率。(3) 抽调

一些有条件的人员来做一些民族古籍整理急需的工

作。(4) 挖掘潜力 ,扩大培训范围 ,一些有条件的地

方 ,可办培训班 ,可以提倡个人带徒弟。

所谓长期目标就是通过民族古籍整理系统正规

的教育培训、研究活动和实际工作来培养各层次的专

业人员。首先 ,在文、史方面基础较好的综合性大学

里以系、科配合形式建立学科交叉型的民族古籍专

业。其次 ,鉴于民族古籍本身的学科属性 ,应采取基

础宽厚、文理渗透的办法以多学科综合配置的方式设

置科目 ,在此基础上 ,建立本科生、在职培训和研究生

教育同步发展的教育机构。同时 ,将民族古籍专业建

成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实体。民族古籍专业与民

族古籍整理、出版机构挂钩 ,建立稳固的教学与生产

实习基地 ,用对口设学 (科) ,以用求学的精神去做 ,达

到学用一致。

5. 3 　开展民族古籍整理研究 ,建立民族古籍

整理学科体系
到目前为止 ,已有 24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

建立了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古籍办公室、民

族古籍研究所、民族古籍出版社及相应机构。研究内

容包括民族古籍本身和如何使民族古籍在社会主义

文化事业发展中发挥作用 ,以及民族古籍的整修、保

护、保存的理论、技术和设备。特别是整修保护工作

绝不能忽视。因为有许多民族古籍经历了几百年 ,甚

至上千年 ,由于过去保护不好 ,老化、脆裂、虫蛀鼠咬 ,

已濒于毁灭的边缘 ,必须及时抢救整修。

据有关材料介绍 ,美国国会图书馆通过化学处

理 ,纸张脆裂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其方法是在真空

中把书烘干喷以二乙烷基锌 ,再恢复其温度 ,可使老

化脆裂的书恢复原状 ,延长保存期 500 年 ,而且可以

不断反复处理。毫无疑问 ,这些新技术的利用 ,应该

是民族古籍整理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于民族古籍的保存 ,排架也值得研究。过去的

传统习惯都是用四合或者六合的布函套 ,这种办法费

工费料 ,使用起来又很不方便 ,很有必要进行改进。

民族古籍的科学管理是一门新兴学科 ,需要研究

的课题很多 ,它应该发展成一门专门的科学 ,有自己

的理论、学科、技术、设备体系。这有待于有志之士继

续去开拓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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