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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对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藏文历史档案的收集保管、整理编目、翻译研究、编辑出版和交流利用等工作的开展情况

作了概要的回顾和介绍。同时指出因各种原因，藏文历史档案仍存在被人为割裂分散、抢救速度缓慢等问题。作为西藏文化和世界文化

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藏文历史档案，其年代久远、数量庞大、内容丰富、信息多样和载体材料的特殊珍贵，其价值远非一个地区或一

个国家所能局限。因此，文章认为藏文历史档案的保护和抢救，与全社会对人类文化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息息相关，理应引起社会各方面

足够的重视。  

 

    藏文历史档案是指用藏文直接、真实地记载和反映生息繁衍于青藏高原独特气候和自然环境中的藏

民族在漫长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形成的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和宗教文化艺术等各方面活

动发展情况并具有一定保存价值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它由藏文档案信息和记录藏文档案的载体

组成，时间横跨1300余年，包括自吐蕃时期的藏文碑铭文书，到后来历朝各代的藏文经卷文书等。西藏

自治区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初步确认约有300余万件（册）。其中除元、明两代档案外，清代、民国至

1959年前的档案数量相当可观，占馆藏历史档案的大多数，这些档案90%以上皆为藏文历史档案。从现

今已经整理出来的档案看，馆藏藏文历史档案最早可追溯到13世纪的元朝，并历经明、清、民国直到上

世纪50年代，时间跨度长达700余年。其内容涵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语言文字、宗教艺术、天文地

理、医药历算、工艺建筑、科技文学、民俗风情、文化历史，等等；载体有纸质、木质、叶质、骨质、

金石、缣帛等；书写用料除藏墨外，部分典籍尚有以金、银、铜、翡翠、珊瑚、珍珠、朱砂等珍品研磨

调制后书写的罕迹。这些藏文历史档案年代久远、数量庞大、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珍贵，可以说是研究

西藏社会各方面情况的百科全书。   

  

一、藏文历史档案的保护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藏文历史档案大部分是1959年中央政府从原西藏地方政府机构和拉萨地区的

部分贵族府邸、僧俗官员、寺庙拉章以及上层高僧等处征集、接管而来的珍藏品。多年来，国家在集中

统一保管好这些档案以及维系档案安全和原貌、延长档案寿命等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1984年，为了能

够更好地综合统一管理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和建国后自治区所属机关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国家特

拨款700万元人民币，在拉萨西郊修建了占地30000多平方米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新馆。该馆的设计充分

考虑到了档案的贮藏、保管以及档案的完整和安全，为更好地开展用现代化手段管理馆藏藏文历史档案



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几十年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为防止和消除各种可能损坏档案的不利因素，

加强档案的保护技术工作和库房管理工作，不断改善档案的贮藏环境和保管条件，曾先后从内地以及

英、美、日、德等国引进各种现代化设施，使档案库房初具恒温、通风、防火、防盗、防尘、防潮、防

霉等多项功能。并加强和完善档案的安全检查和保卫保密工作，档案保护技术也实现了缩微复制存贮的

现代化水准，从而使藏文历史档案的抢救、保护、管理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藏过去有一套传统

的档案保管方法，诸如巧妙的档案卷叠和夹轴法、手工绸缎托裱法、袋式格子插卷法以及性能独特的藏

纸和藏墨的运用、档案装订和装具的考究，等等，这些都对藏文历史档案代代相传留存至今起到了积极

作用，这些方法和用具本身也以其独具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业已成为历史档案的一部分。西藏自治区档案

馆在继承过去优良传统做法的同时，除将馆藏10余万张镌刻于优良核桃木版上的木质档案仍以传统经架

整理编号并珍藏于坐落在布达拉宫脚下的旧馆外，对其余馆藏档案已开始运用现代化的档案密集架、各

类新型的档案装具、卷盒以及科学分类法进行保管。从1988年始，档案馆还培养专门人才，根据藏文历

史档案的独特性，对因自然和人为原由已成碎片纸砖，且规格不一、长短各异的破损历史档案进行除

污、去酸、加固、字迹恢复、修裱等抢救工作，使档案管理逐步迈人现代科学的整体水平。目前，新馆

内三装有档案缩微与复制系统、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系统、库房温湿度调节系统、档案装具系统、防盗

报警系统、安全监控系统等一系列较先进的设备。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先后制订和完善了一套接收和征集历史档案的年限、范围、质量标准和

办法的规定，并积极组织征集工作小组下基层，对区内外单位和个人手中珍藏的档案资料进行多种形

式、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征集，购进历史档案以及有上千年历史的苯教古典图书资料、照片档案等极

富价值的档案资料上万余种（册）。同时，通过移交从其他单位接收的历史档案和图书资料亦达数千

份，征集、接收的资料中藏文历史档案就占95%。这些收集方法不仅丰富和补充了馆藏，也确保了散存

藏文历史档案的完整和安全。 

  

二、藏文历史档案的整理 

  

藏民族从远古就有崇尚和爱护经典及文书档案的习惯，这种社会意识，对古老珍贵历史档案的留存

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后来的高僧大德亦曾对典籍加以系统整理并编制有典籍目录，此外，西藏过去

对档案文书亦有一套传统的整理和编目方法。这种方法一般将文件按类别折叠后组卷分裹于布或丝绸

内，对重要档案则加轴卷起存放于箱中，再于这些包或箱外用藏文字母编号并附上引文布条。其次，包

或箱内文件的整理编目方法亦有几种，即按机构分门别类用数字标号编目；按档案的性质、地域分别定

类，用藏文字母编号确定典藏次序；按时间顺序将某一问题和某一地区的档案分插于有格袋子中编目排

号；按时间顺序将同类文件前后逐序张贴形成“连单”编目。这些整理和编目方法类似现在的类、卷，



亦包含有档案分类管理方面的某些普遍性的规律和内涵。但这些整理编目方法在操作实践中多凭档案管

理人员的经验，并无系统科学的整理原则。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自开展档案整理编目工作以来，充分利用原有基础，注重对传统档案整理方法的

继承和借鉴，结合现代科学的档案整理编目方法，对馆藏历史档案进行分类、鉴定、分装等，并根据历

史档案的散乱程度，分粗整至细整两步走的循序渐进方法，在整理环节和程序上推行以全宗整理档案的

原则，为不断提高整理质量和效率，实行以一文一卡的整理方法和三人质量审核小组制度，不仅对馆藏

四大类近4000函的藏文古籍档案重新进行分类、编目、排架，还对噶厦、译仓、拉恰、朗孜厦、拉鲁、

上下密院等全宗档案进行整理，用藏汉两种文字摘编提要、编目，并撰写全宗介绍。西藏自治区档案馆

于1997年制定的《西藏历史档案整理办法》，初次以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按全宗整理档案的原则；强调

整理必须遵循档案的来源、内容、时间、形式等方面的历史联系；说明全宗内案卷的分类、组合、排列

以及全宗类号的标示顺序；严格规定全宗案卷、卷内文件目录全引和档案整理登记卡的填写用墨；为保

持历史原貌，保留部分特殊的原始整理形式，等等，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该办法试行以后，档案馆对

扎什伦布、孜康、贡德林、萨迦寺、色拉寺等全宗档案进行了分类、立卷、排列案卷等，并编制目录近

千条；对贡德林全宗20000多件档案进行整理和审核，并将档案原件通过计算机图像数据处理存贮于计

算机内，初步实现了计算机传播档案信息的功能。2005年，为使藏文历史档案得到更加科学规范的整

理，档案馆研定出《西藏历史档案整理细则》，并选择内容涉及面广、文件形式多样的羌基全宗作为试

点，开展了历史档案规范化整理的试点工作。 

截止到2005年底，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已整理的藏文历史档案已近几十万件（册），且都编制有全宗

介绍、全宗目录、案卷目录、卷内目录等档案检索目录。缩微拍照已整藏文历史档案5个全宗的213427

件（册），并保存缩微胶片上千盘，尚保存古典藏文图书缩微胶片几十盘。 

  

三、藏文历史档案的利用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在不断加强收集、保护、整理等各项基础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诸如借阅型提供

服务方式和印刷销售、编译研究以及举办档案展览等形式多样的档案开发利用工作，使静态的档案不断

转化为动态的信息，将档案的保存价值和潜在价值转化为使用价值和现实价值，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对档

案信息资源的需求提供服务。档案馆实施借阅型服务的最基本常规的办法是设立阅览室，这种方式直接

传播档案信息资源，当面向利用者提供咨询服务，既便利了利用者又保护了档案原件，提高了孤本和单

份档案的周转率和利用率。从目前来看，这种利用借阅服务的内容涉及历史、宗教、文艺等馆藏历史档

案的各个方面，提供的藏文历史档案已达上万件（册）；接待的人员包括来自党政企事业、科研院校、

新闻出版和寺庙的僧俗群众团体和个人上万人次，为编史修志、佐证史实等方面传递了大量西藏历史档

案的独家信息。其次，木质档案的印刷销售型服务在利用藏文历史档案、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方面起到了



推广作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木质档案是各个历史时期西藏的各路大家所撰历史、文化、宗教等典

籍的木刻版。这些木刻版质地工艺精细、形式规格多样，且多数已成孤本，极其珍贵。档案馆每年组织

民间匠人，手工印刷这些藏文档案出售，目前已印刷销售《布敦文集》、《莲花生传》等30多部典籍。

此外，除自编藏汉英合璧的《西藏历史档案荟萃》和藏汉对照的《铁虎清册》、《西藏历史档案灾异

志》（5册）以及《藏文史料译文集》、《寺庙戒律汇编》等外，与有关单位合编大型史料《西藏地震

史料汇编》共7册。同时，提供底本出版了《甘珠尔目录略部》、《西藏通览》等多部珍本。近来已编

写完40多万字的《西藏自治区档案志》，业已进入终审阶段。为活跃西藏档案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西

藏自治区档案馆成立西藏自治区档案学会，创办内部刊物《西藏档案》，举办西藏档案学术研讨会，并

积极争取项目，目前正投入编译大型国家工程《清代历史档案选编》之子项目《西藏清代历史档案选

编》。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举办的档案展览以大型和小型相结合、永久和临时相结合、专题内容和系统内容

相结合为宗旨，不仅生动直观地展示了西藏历史档案丰富的内容、鲜明的民族特色、独特的书写方式和

制成材料等特点，同时，使社会各界对藏文历史档案有了集中、迅速、直接的了解。其中“馆藏档案”

和“历史的缩影和结论”档案陈列开办以来，先后接待来自欧洲议会、英、法、意、日及港、澳、台等

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外交人士、新闻记者数百人次，接待中央代表团、西藏自

治区人大、政协代表以及全区各种会议代表、学生和僧俗群众上万人次。参观者不仅表示了分享历史的

快乐，也肯定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为保持西藏独特的文化遗产所做的工作。此外，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与

上海市档案馆等相关单位和部门联手在上海和广州两地举办的“走进西藏——来自档案馆的精品”、

“西藏档案精品展”、“神秘的西藏”，与西藏电视台联合拍摄的专题片《历史的记忆》，利用馆藏藏

文历史档案参加的在北京举办的“雪域明珠——西藏文化展”等展览，不仅使大家对西藏档案产生了兴

趣，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西藏文化的重视。 

  

结语 

  

步人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人类社会，将信息的获取和利用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而

档案作为事件最原始、最真实的记录和超越时空的有价值的资料信息，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更被

视为人类社会前进所不可或缺的信息库和推动力。近年来.藏文历史档案的保护、整理和利用工作取得

较快发展，这不仅得益于国家的政策支持和财力帮助，还取决于档案部门适应档案产生主体、档案利用

群体和档案工作环境的不断变化，积极能动地针对档案服务于社会的根本目的。妥善处理收藏、保护、

管理与利用等各种关系，更加细致深入地做好西藏档案工作之故。 

然而，由于各方面的主观和客观原因，藏文历史档案的保管利用工作仍不完善，存在的问题时常令

我们感到迫切和任重道远。其一是各地分散的历史档案仍未能全部移交和接收，致使应集中的藏文历史



档案残缺短少。二是由于抢救队伍小、力量薄弱，手工修裱速度慢，目前抢救修复的藏文历史档案仅万

余份。三是过去整理藏文历史档案的老藏族知识分子日渐减少，既懂古藏文又谙古代文牍格式的人才缺

乏，致使藏文历史档案的整理速度慢，仍有上百万件破损档案有待整理著录；四是缩微复制档案的工作

进展缓慢，仍不能完全实现以档案缩微复制件代替档案原件提供利用。另外，由于不能实现藏文历史档

案的微机化管理，根本解决档案的整理、管理、检索利用等问题也就无从谈及。于是，我们时常会感

叹，作为西藏文化和世界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藏文历史档案，它对于人类世界文明发展的意义和作

用都是不可估量的，价值远非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所能局限。因此，它的保护和抢救，理应引起全社会

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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