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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西藏发展论坛论文提要 

 

    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抢救和保护藏文古籍文献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如何抢救和保

护西藏和其他藏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精华，使藏文古籍资源转化为有利于促进西部发展的资源，这是藏文

古籍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和探讨的课题。 

    （一） 

 

    1、藏文古籍文献的抢救和保护，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为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发展起来的藏文古籍文献，是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鲜明的民族

个性、民族特点，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也是解决历史存留的纠纷、维护团结的历史资料，是我

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的重要见证。通过抢救开发藏文古籍，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

惯和民族感情，既符合民族平等的原则，也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 

    2、藏文古籍文献的抢救和保护有利于加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西藏和

其他藏区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这使得各族人民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相应有了在精神

文明方面追求提高的要求。藏文古籍中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通过抢救、整理和挖掘，从中寻找西部

大开发所需的精神动力，使之与西部大开发相结合，形成一种无形的合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 

    3、通过，藏文古籍文献的整理和合理利用，保护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变藏族地区丰富的文化优

势为资源优势，是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重要途径之一。藏文古籍中蕴藏着丰富的知识含量，记载了我国西

部地区的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和独特的民情民俗。近年来，藏族地区充分挖掘经济发展的潜力，利用独

特的文化资源建立民族特色旅游经济已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但还有许多门类的知识可资利用。在民族医

药典籍挖掘和开发中，仅就藏族医学经典著作《四部医典》，后人在研究过程中进行了粗略统计，该书

中所收单科药材911种，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3456种配方。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研究和著述了理论和实

践方面的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另一方面根据青藏高原的各种药材的不同特点，开发和研制了疗效独

特的药品，如珍珠七十、珊瑚二十五、仁钦常觉等，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这种资源大有可



为。 

    4、通过藏文古籍文献的整理和编目，充分挖掘各民族优秀的教育思想，为西藏和其他藏区跨越式

发展培养各种人才。在整理和开发藏文古籍文献的过程中，充分发掘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教育思想

和人文成就，以此来推动西藏和其他藏区重视文化、科技的教育，培育有民族特色的新型人才，解决西

部大开发中的人才缺乏问题。西部的开发不但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根本地还需要依靠自身的人才资

源。 

  

（二） 

 

    1、西藏自治区自1985年启动藏文古籍搜集、整理、编目、出版工作以来，先后整理出版了十二世

纪成书的史籍孤本《德吴源流》、历史上尚未汇集刊印过的《更登群培著作集》（1—3）、新编藏文历

史专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与区外民间力量合作整理出版苯教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以及其

他有关历史、文学、哲学、天文历算、医学、工艺，名家全集、格萨尔王传、正字文法、服饰乐器等方

面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藏文古籍图书近50种，15万册。在藏文古籍整理编目，自1999年召开藏文

古籍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以来，全区七地（市）已上报了目录14428张，其中书籍类10501张，铭刻类

3280张，文书类109张，讲唱类538张，并对藏文古籍类进行了提要条目的藏文定槁和汗文翻译工作。 

    2、青海省民委自1984年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成立以来，先后搜索、整理、出版了40多部藏文古

籍，其中藏文古籍有20多部。并对现已掌握的藏文古籍进行了简目著录。据初步统计，现已著录文集类

125部，448函187.2万余叶；散集类3千余部，124.3万余叶。其中青海籍作者有90多函，3.2万余叶；登

录口碑类3千余条。 

    3、甘肃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对全省普查和搜集有关古籍目录。拒统计，少数藏文古籍主要

有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各个时期约八万余卷、册，包括医药类、天文历算类、文物

类、语言文字类、历史类、经济类、宗教类、文学类、翻译类等。现已整理出版藏文古籍55部，藏文古

籍25部。省民委古籍办公室还建立了地一级古籍编目领导小组和编委会，组织专业人员逐级进行普查和

登录工作，现已登录简目16万余张。其中藏文古籍需要登录的简目有28.1万余条，目前已登录完成16.6

万余条。 

    4、四川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1981年着手藏文古籍整理编目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于四

川藏区的各类藏文古籍达29万部（册）还有大量的流散于民间的口碑文化有待进一步搜集、整理和编

目。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工作，已抢救、搜集、保存藏文古籍105万余册，印版12万块。藏画4900余

幅，整理藏文古籍8581部（册）抢救补刻善本41函，出版346种。在古籍编目方面，根据有关规定和下

达任务要求，共筛选《四川藏族卷》简目5000余函，于2002年1月在成都通过审定，筛选本教典籍4000

余函（册），觉囊派经籍简目900余函（册）。 

    5、云南省民委古籍办公室自1979年开始整理藏文古籍以来根据云南省藏文古籍文献分布和收藏的

实际情况，工作重点放在了迪庆藏族自治区，从《格萨尔王传》的搜集整理和民间文艺的普查着手，兼



收有关迪庆地区历史、宗教、文化的各种藏文古籍文献资料。仡今，已在迪庆藏学研究所收藏保存了

《格萨尔王传》手抄本和木刻本30余部，各寺院均珍藏有金汁、银汁、朱砂书写的藏文《大藏经》及其

他木刻、手抄典籍，以及藏文的天主教经典，其他文学、历史类的著作抄本30余部，有关文书档案1400

余件等。先后整理翻译出版了《格萨尔王传》等数十部藏文图书。在藏文古籍整理编目方面，现已共编

写简目约2000张。 

    6、北京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藏学研究事

业的进一步发展，北京地区的不少图书馆和有关单位搜集和保存了大量的藏文古籍。自2001年年初启动

编目工作以来，北京地区藏文古籍整理编辑部根据北京地区的特点，在组织现有编目队伍的基础上，聘

请有关编目专家和研究目录学学者以及专业工作人员，组成北京地区编目业务骨干力量。到目前为止，

已完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六家主要馆藏单位所藏藏文古籍的整理和编目任务，共整理著录近20000函

（卷）的藏文古籍，编写了近20000张简目。在藏文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北京市自1984年成立藏文古籍

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以来，依靠社会各界的支持，挖掘、抢救藏文古籍，陆续整理出版了藏学方面的

《喇嘛说》以及其他藏文古籍十多种。 

  

（三） 

 

    丰富多彩的藏文古籍文献资源对民族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而西部大开发对藏文古籍文献的抢

救保护和开发利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并提供了更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因此，西藏和其他

藏区应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契机，在做好藏文古籍整理编目的基础上，投入相应的人力和财力，加强重点

古籍的开发和利用工作。 

    1、充分认识抢救和保护藏文古籍的紧迫性，拓宽搜集途径，加大抢救力度。在整理和编写藏文古

籍简目的过程中，深深感到当前抢救和保护藏文古籍的任务十分紧迫。目前还有许多珍贵的藏文古籍流

散在民间，缺乏必要的保护措施，有的手稿，一直未曾刊印，风蚀虫蛀，面临失传的危险，这就决定了

搜集和抢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拓宽搜集途径方面，首先，深入民间进行调查和搜集，可从寺院，各

类宗教人士，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家谱、族谱、地方志中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多途径的摸底和搜集；

其次，在搜集中应注意学科范围的广泛，不仅仅局限于文史哲方面，对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献更要引起足

够的重视；第三。在保持原形的同时，将具有本民族风格的各种古籍文献整理出来；第四，对现已搜集

到的手抄本、孤本等，经过有关专家筛选和甄别后，确有学术研究、利用价值的部分应及时进行抢救保

护，使之得以整理出版，充分发挥其文化特殊作用。 

    2、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力量要充分重视和加强藏文古籍文献联合目录的编写工作。各级

领导不仅要充分认识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而且要充分重视并给予支持，这一点对于藏文古籍来说极

为重要。在抢救和保护的基础上，对现有的藏文古籍文献进行编写目录也是十分迫切的任务。只有充分

发挥出藏文古籍的作用，才能达到搜集整理的目的。西藏和其他藏区应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摸清

本地区古籍文献的分布数量情况，配合有关部门将分散在各有关单位的古籍文献，按区域、按学科进行



编制联合目录。目前，仅藏文古籍而言，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北京等六省市区书籍类共整

理编写了195542张项目，其他类也已整理编写了6927张间目。在藏文古籍整理出版方面，自1988年以

来，六省市区已整理出版的藏文古籍文献600多种。 

    3、利用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加强藏文古籍的抢救、保护和整理工作。在西部大开

发战略中，随着西部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藏文古籍文献抢救和整理工作也将面临信息时代

的挑战。西部民族地区必须抓住有利时机，提高认识，运用系统学、运筹学等现代新兴学科的方法和理

论对藏文古籍抢救和整理工作全过程作出正确的指导。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现代摄像复制技

术、缩微手段、光盘书写技术，对载体多样的藏文古籍进行全文存储，使藏文古籍的抢救得以实现。在

已有的工作基础上，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建立藏文古籍数据库，提供检索查询，网上交流，供相关研究

人员使用，实现民族传统文化交流和资源共享的目的。 

    4、在整理编写藏文古籍文献目录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进行开发利用，充分发挥其潜在的价值。抢

救和整理藏文古籍的目的有两点：一是此项工作侧重于保存优秀文化遗产，二是此项工作侧重于开发利

用。西部民族地区应把握好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把藏文古籍文献的抢救开发利用与本地区的经济、

文化建设有机融为一体，让藏文古籍发挥其特有的功能，这样才更能体现出其潜在的价值。在做好抢救

和保护工作的同时，工作重点应放在开发利用上，把各藏文古籍文献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并借鉴现有的

成功经验，使之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现实服务，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社会经济

发展贡献力量。只有这些藏文古籍尽可能地转化为发展西藏和其他藏区社会经济的有效资源，那么这项

工作才会显示出它的潜在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西部大开发中，更好地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藏文古籍文献，是藏学研究工作者和古籍工作者光荣

的历史使命和艰巨任务。对于协调发展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促进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

新文化的建设有着特殊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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