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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从西藏自治区藏文古籍出版社获悉：近20年来，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已出版藏文典籍75部，达800余万册（函）。 

 

    人民日报记者今年4月从西藏自治区藏文古籍出版社获悉：近20年来，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已出版

藏文典籍75部，达800余万册（函）。 

    西藏的藏文古籍数量浩繁，种类齐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语言文

字、医药、天文、历算、工艺技术、军事、地理方志以及传统体育等，这些古籍以木刻、手抄本为主，

主要散落在寺庙和民间。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藏民族文化遗产，西藏自治区于1985年成立藏文古籍工

作领导小组和藏文古籍丛书编辑委员会。1989年，在全国出版业压缩的情况下，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成

立西藏自治区藏文古籍出版社，主要工作范围是整理出版西藏和平解放前的藏文典籍、古代木简及金石

文字。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以抢救、搜集、整理、出版优秀藏文典籍为己任，先后出版了《弟吴宗教源

流》、《当秀噶塘蚌巴齐古塔出土吐蕃本教文书选》等一批孤本和珍本。其中，孤本《当秀噶塘蚌巴齐

古塔出土吐蕃本教文书选》系根据2006年从山南地区措美县一座古塔中出土的一批古籍整理而来，这批

首次发现的古籍多数出自公元10世纪以前的吐蕃王朝末期，内容包括本教仪轨和医学等。 

    在已出版的藏文古籍中，年代最久远的典籍是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代的法规，被收集在

《西藏历代法规选编》中出版。《医马论著选编》收集了公元8世纪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代几位名医的6

篇古文献，均系罕见手写本，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出版社所出版的古籍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

150万字的《萨迦·贡噶坚赞文集》、130万字的《根顿群培全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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