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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医古籍是中国文化的一块宝藏。藏医古籍整理的方法与规范关系到这块宝藏能否得到科学有效的

开发，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结合中华大典·林业典编撰过程中在古籍整理方面的一些

教训和经验对藏医古籍整理的方法与规范做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笔者在承担中华大典林业典编撰任务的过程中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经验和三个方面的教训。在藏医古

籍整理过程中可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就经验方面讲：第一，前期重视组织论证；第二，大纲综合统

筹；第三，实施及时沟通；第四，建立倒查补救措施。就教训方面讲：第一，文献复印、拍照规范性存

在问题；第二，大纲调整不宜过度频繁；第三，人员流动性过大。 

    藏医古籍整理与中华大典编撰工作存在很多方面的差异。比如前者无成熟的类书作为线索，不能以

现代科学分类作为依托，原始文献类型复杂，工作环境十分艰苦等。但两者作为古籍文献整理的属性是

相同的。因此在研究思路、组织形式、操作规范、平台建设等方面具有很高的相似性。鉴于中华大典编

撰过程的经验和教训，本文对藏医古籍整理过程中的方法和规范提出以下探讨： 

    第一，藏医古籍整理的统筹工作需要具备独立的工作领导集体。从中华大典编撰过程中个别分典的

教训看来，多重领导的结果将导致重要信息的遗漏，在后期平台建设和专著编撰过程中会出现不可弥补

的损失。所谓多重领导，不是权力纷争的意思，而是话语权的分散。执行部门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对

原始信息进行取舍。很多宝贵的文献，一次错过可能就永远都没有机会再去弥补。这一点对藏医古籍整

理工作的意义尤甚。 

    第二，藏医古籍整理纲要需要事先充分论证，形成相对成熟的指导性纲领。整理纲要信息普查员深

入藏区工作的指南针，是各大合作单位提供古籍信息的准绳。大纲一动，全局不宁。所以，必须请有经

验的专家，对大纲进行充分的论证，提出详细的经目和纬目，让工作人员能够一目了然，能够迅速判断

手上的古籍信息是否属于收录的范围，并且能够判断收录的基本分类编码。除非工作中出现严重的偏

差，不得对大纲进行修订。倘若一定要修订大纲，要经过慎重的论证和沟通。 

    第三，藏医古籍信息数字化需要形成明确的规范。数字化过程有程度的区分。仅仅拍照、扫描是不

够的。要真正成为高效、实用的藏医古籍数字化平台，必须具备强大的搜索功能，最好能结合二代互联

网技术，形成语义单元。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与大纲要紧密结合。大的分类编码不能改动，否则整个数据

库的改动将会非常复杂。实际上，由于大纲变化较多，在后期阶段中华大典的数字化平台几乎瘫痪。至

今无法使用。 



    第四，藏医古籍整理过程中的很多需要图像化的资料应当形成统一的存储格式和精度。因为设备差

异，照片和录像拍摄的精度会有差异。由于出版可能是将来信息平台的很多副产品之一。所以笔者认

为，照片和图像精度应该达到基本的出版要求。图像出版象素要求与图像大小有关。因此在设定格式的

时候应当参考一般插图要求设定。并且能够在整个信息采集过程中做到统一。 

    第五，倒查工作渠道应当事先准备。无论组织管理工作如何到位，个别信息遗漏、丢失等情况都在

所难免。因此，在普查工作中应当事先准备好倒查渠道。这包括，信息采集过程中的日志整理，信息源

的联系方式及联系信息更新跟踪等。这是中华大典林业大典编纂工作过程中的一项发明和重要经验，得

到中华大典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的肯定。在藏医古籍整理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大典编撰过程中的教训和取得的经验，藏医古籍整理及信息化平台建设的信息

采集阶段应当注意在组织、论证、规范、倒查等方面预先做到充分准备。未雨绸缪，必然水到而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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