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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民族文献资源及其建设 

李  杰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民族外，少数民族共计55个，8000多万人。虽然他们只占全国人口的8％

左右，然而他们却分布在占全国面积60％的土地上。几千年来，各族人民在开拓祖国疆土，创造社会财富方面，取

得了辉煌成就，所有这些经过搜集、整理、记录，就形成了大量的、珍贵的民族文献。在构成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轨

迹，推动着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充实整个中华民族文献资源宝库等方面，民族文献发挥着其独特的功

效。本文拟从民族文献资源着手，来探讨民族文献的资源建设，期望得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 

我国的民族文献资源，具体地说是指研究除汉民族以外，与各少数民族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历史

和现状的资料文献，琳琅满目，种类繁多。从载体的形式看，可分为纸型和非纸型。纸型就是指一般传统的典籍和

书刊报纸等方面的文献，这是民族文献资源的主体。非纸型就是指不以纸为载体的其它文献，如碑文、崖刻，乃至

于用丝帛、竹木、树叶、龟甲兽骨等为载体，少数民族的许多重要史料文献就是以上述的不同载体形式遗存下来

的。以碑文为例，如好太王碑文记载使我们了解了古代东北地区民族地方政权高句丽王朝的重要史料，而唐蕃会盟

碑又为我们揭示了藏族人民向往中原的美好愿望。再者，西域古道上的丝帛文书，热带雨林中贝叶经文，都使我们

认识到少数民族在推动中华民族历史前进中所做的不倦努力。从成型的手段上，又可分为印刷型和非印刷型。印刷

型不用赘述，非印刷型则应包括除了铭刻、石雕、简牍等外，还有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成果，即缩微型、机读型、

视听型等声像文献，如计算机蒙古语言分析软件系统等，使民族文献在时空范围上的跨度增大。从特征分类上看，

民族文献通常分为图书、报刊、学术论文、手稿、学位论文、图表、会议记录等。其中图书、报刊占的比重最大，

使用最广泛。在对文献的加工程度上，亦可分为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特别是近10年来，民族文献的增

长量与日俱增。由于各类民族研究的学术会议如雨后春笋，各种学术流派层出不穷，致使学术论文、动态综述、专

题述评以及词典、年鉴等文献大量面市，既繁荣了我国民族研究的学术领域，又为我国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开拓了广

阔的远景。从记载的方式看，主要以三种形式存在。①用汉文记录的直接或间接涉及民族问题的文献，这种文献在

整个民族文献中所占的比例最大。②全国21个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用自己的文字记录的文献。③全国34个无文字民

族用简易图符记录和用语言世代相传所形成的文献。 

从时间年代来区分，可将民族文献分为古今两大类。所谓“古”，其上限应追溯到有图符记载的远古时期，

如花山崖壁画等。其下限应放宽到解放以前的所有文献，这些包括：①古文字及古典著作。如古代党项族所建大夏

国使用的西夏文，并用西夏文编写了许多文献。其中最著名的有辞书《文海》，其内容涉及西夏社会的各个领域，

是研究西夏王朝和党项族语言文字不可缺少的文献资料。另外，还有（亻+去）卢文、焉耆文、龟兹文、于阗文、

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古藏文、老傣文、老彝文、东巴文、契丹文、古蒙文、八思巴文、满文等等，研究这

些文种的文献，将会重呈古代民族的历史画面。②历代学者研究少数民族的一些文献。如唐樊绰撰的《蛮书》，明

倪辂所编的《南诏野史》，清徐家干所著的《苗疆闻见录》等。至于所谓“今”的民族文献则数不胜数。特别是解

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少数民族问题，重视民族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并为16个民族创造文字。目前，全国有26种

民族文字，建立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机构和编译机构有21个。仅北京的民族出版社自1953年成立到1982年底就编译

出版了各种民族文字的书籍10500多万册[1]。而涉及民族方面的文献，如杂志的出刊、报纸的发行，其数量更是惊

人。由分藏的地域来看，又可分为中外两地。“中”就是指国内所藏（当然也包括港台）。“外”就是指外国所藏

的有关我国民族的文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外国侵略者抢劫盗走的大量少数民族文献。如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的掠

夺，一些外国人如法国人伯希和的盗窃，使我国大量的民族文献分藏于华盛顿、柏林、巴黎、伦敦、东京、彼得堡



等地。②外国的民族与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血缘同属、族别无异，他们搜集、整理、研究的文献资料对我国的民族研

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如蒙古族、俄罗斯族等，甚至源于我国的瑶族除广泛分布在东南亚一带外，在美国也有

六、七千名瑶族的后裔。③外国的汉学家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潜心研究，他们所撰写积蓄起来的研究资料，也是相当

可观的文献资源。 

如此浩瀚的民族文献是少数民族的巨大财富，也是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

文献中情报信息资源越来越被人们所瞩目，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巨大能量。 

二 

我国的民族文献虽然历史悠久、卷帙浩繁，但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因素所约束，其资源的建设事业基础薄

弱、发展缓慢。在社会对文献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这种反差更为明显，并时刻困扰着民族文献资源的完

善，羁绊着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值此氛围，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文献资源势在必行。 

建设民族文献资源是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民族文化事业的一种宏观追求。其宗

旨在于最大限度地、最方便、最及时地满足读者对文献情报信息的迫切需求，力求发挥民族文献资源的最大价值，

多层次、多渠道地为我国民族经济文化事业服务。为了加强对这个问题的清醒认识，我们不妨简略回顾一下它40年

的发展历程。 

我国民族文献的资源建设准确说是始于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除了在政治上提高少数民族的地位，经济上大

力扶持民族地方经济外，还特别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所以我国民族文献的资源建设事业才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56年。这一时期是我国民族文献资源建设的创始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各民

族地区的图书馆随着我国的经济恢复而逐渐地恢复和创办，搜集、整理民族文献就成为当务之急。党和国家分别在

北京和各地建立了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的分院，进一步加强搜集、整理、研究少数民族文献，并将其作为教学科研

的一个重要部分。仅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筹办，一年花在采购收藏民族文献的经费就达好几亿元（解放初期的货币

单位）。但由于我国还处在一个经济恢复时期，国力尚弱，经费匮乏，加之初立的民族平等观念还无法改变千百年

来对少数民族轻视的习惯势力，故使我国民族文献资源的建设工作时断时续，发展也并不快。 

第二阶段：1956年- 1966年。这一时期是我国民族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的发展时期。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

学进军的号召，图书馆学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它被列入是年制定的全国科学12年远景规划内。随着图书馆学的发

展，民族文献的资源建设工作也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同年，国家组织了有700多人参加的民族调查

队，在全国16个省、自治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经济、社会形态、地

理、语言、文字、文学等方面的文献，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民族文献资源，奠定了我国民族文献资源建设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现改为民族图书馆）的建立。1958年筹建初期，国务院发函给全国各地征集

民族图书文献，得到了内地和民族地区的广泛支持，经过短短一年的筹建，于1959年国庆节开馆时已初具规模。在

这座民族典籍之宫里珍藏着古今中外的民族文献资料40余万册（件），其中有蒙、藏、维、壮、彝、傣、侗、佤、

纳西等24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图书文献13万册（件）。在这浩瀚的民族经典文献中有许多是国内外罕见的贝叶、菩提

叶、金银、朱砂、珊瑚、珍珠粉写本，这些典籍内容丰富、年代久远、版本珍贵、装帧独特，堪称我国民族文献的

珍品。可以这样认为，这一时期是我国民族文献资源建设初具规模的阶段。 

第三阶段：1966年- 1976年。这是中国惨遭浩劫的十年，也是民族文献资源建设工作陷入停滞期的十年。由

于各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处于低谷，解散、合并、无人管理等原因，造成了民族文献失落、流散严重，十

多年蓄集起来的民族文献己遭灭顶之灾，就连一些有较高研究价值的文献珍品也被当做“四旧”和“糟粕”而惨遭



毁灭。 

第四阶段：1976年到现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也是民族文献资源建设经过十年停顿重新

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重申了对民族问题的重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有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各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令人瞩目，民族文献资源建设的工作在正常的发展轨道上迅跑。表现如

下： 

第一，开展了民族古籍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我国21个少数民族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和文献，至于用汉文记载

的有关民族的资料就更多。毛主席、周总理生前就提出：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要进行调查研究，要抢救这些历史资

料。1979年，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并决定将民族文献古籍的整理工作交由国家民委牵头统一规

划。国家民委紧接着在北京召集了专门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于1984年召开了全国民族古籍整理规划会议。目

前，全国各民族地区的民族文献古籍收集和整理工作正在全国展开。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珍贵的民族文献古籍将

以新的风采面世，散发出民族的馨香。 

第二，编纂了一些有价值的民族文献的目录和文摘。从1977年开始，北京图书馆和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等单

位合作，编纂了《全国蒙文古；日图书联合目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少数民族图书联合目录，已于1979年

正式出版，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有的图书馆还和档案部门合作编纂了《全国满文图书联合目录》人

全国满文石刻联合目录》、《北京地区彝文古籍联合目录》等，现都已完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也从1977

年开始逐年编辑《民族研究论文资料索引入中南民族学院图书馆将1976年一1986年十年间的少数民族著述集中起

来，分门别类，编纂了《中国少数民族研究著述综目》。其它民族地区也闻风而动，如甘肃图书馆编辑的《西北民

族宗教史料文摘》，贵州布依族研究会编的《布依族研究资料目录》等。这类工作不仅对民族文献的资源建设有现

实意义，而且对我国民族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新建了一批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专著。北京民族出版社是1953年创办的，随着

新时期的到来，它已远远不能适应我国民族事业的发展。鉴此，各民族地区也纷纷地建立了民族出版社，如四川民

族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等，中央民族学院也办了出版社。这些出版社的建立，不仅缓解了我

国民族问题著述出版难的问题，而且出版了大量有关民族问题的专著，有些是涉及到我国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

重要关键问题的书，有的甚至是国家或国家民委的重点项目。据1987年统计，全国用23种民族文字出版的图书3157

种，418万册[2]。值得庆贺的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5种丛书的出版。这部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

下，由国家民委牵头，凝结着几代人数十载的努力，饱含着两千多名专家、学者、民族工作者的巨大艰辛的恢弘巨

著到目前已基本完成，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

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中国少数民族（总论性质）共计403册，有32家出版社参与工作，总字

数近1亿，出书数百万册[3]。 

第四，创办了大最的民族刊物和报纸。除了《民族研究》外，《民族理论研究》人民族经济》。《民族文

化》、《民族教育》、《民族团结》、《民族工作》等，加之各民族院校的学报和各民族地区的社会科学刊物等，

至1987年为止，正式出版的有关民族研究的刊物已逾100多种，数量之多，为历史所未有，它带来了新时期民族问

题研究的繁荣。民族地区的报纸数量之多，文种之全，也是引人注目的，几乎每一地区都出一份或几份，甚至有些

自治县（旗）都出版报纸，仅1987年用民族文字印出的报纸数就达13306万份[4]。 

以上只是举其大端，远未穷尽新时期我国民族文献资源建设的各个方面。但从总体上看，民族文献的资源建

设无论是在速度方面，还是在结构体系方面，都与我国民族事业的飞速发展存在着差距，还需进一步地开拓。 

三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和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特别是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和竞争机制的刺激，技术市场、信息

公司、咨询业的崛起，民族文献的资源建设将面临着新的抉择。为了适应这一形势，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使

民族文献的资源建设在综合性、适应性、多层次性上符合现代化的需要。 

（一）更深入广泛地做好民族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由于各种原因，民族文献资源建设跟不上当前时代发展

的节拍。目前，一些较为有价值的珍本、善本的民族文献得不到妥善的收藏，一都分零星分散在民间的民族文献还

没有得到挖掘、搜集和整理，很多无文字民族用语言世代相传的文献也因多种原因正逐渐失传。 

为了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振兴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深入广泛地作好民族文献挖掘、搜集、整理工作

已刻不容缓。这一工作需要中央的统一规划，各省、自治区的具体落实，而针对各民族地区不仅要求图书馆起带头

作用，就是地方志办公室、机关、学校等文化事业单位也要参予协助。要树立决心，花大力气，将此事抓紧抓好。

具体的作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①在民间的收藏中进行搜集整理，特别是民族地区；②从民族地区的寺

院、经典及各类宗教人士中间进行搜集；③从民族地区遗存下来的绘画、图符及流传下来的故事、传说中搜集；④

从民族地区的族谱、家谱中搜集整理；⑤从民族地区的地方志中搜集整理；（6）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我国民族问题

的研究成果中搜集整理等。只有这样多方面、多层次、多种途径地进行，才能从更广的范围、更深的角度较好地完

成民族文献搜集整理工作，才能真正地构筑民族文献资源建设的物质基础。 

（二）要重视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院校的文献建设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高教事业的发展令人瞩

目，据1986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全国已有近110所民族院校及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5]，由于这些院校在学生的来

源、教学的方法、科研的课题和探讨的方向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点，都与我国的民族事业息息相关，所以这

些院校图书馆在收藏民族文献方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例如，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有关民族方面的论著

17000余种，民族文字图书达124269册之多[6]。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些院校图书馆的藏书已达2000多万册[7]，是

我国民族文献资源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院校由于所处的地区不同，所设的专业各异，其文献的收藏也是各具千秋。如中央民族学院就设有少数

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少数民族经济、藏学……等专业。而中南民族学院就应注意到中南、东南地区少数

民族的历史、经济、文学、风俗等方面的民族文献。另外还如西藏大学的藏族文学、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史研究等，

这些都是各院校的强项学科专业。由于民族院校系统的文献学科分布广，收藏既丰富又专深，加上硕士、博士学位

授予点的优势，极有利于在民族文献资源建设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也可在某学科方面的民族文献的搜集整理上起核

心和后盾作用。 

（三）加速传递流通环节，激活民族文献工作。要求用新的技术和方法把最有价值、最有针对性的民族文献

以最快的速度提供给使用者，将单纯地收集民族文献、简单被动地传递这种文献信息，发展到积极主动地为读者服

务，多渠道、多层次地为民族地区用户及整个社会提供信息。与此同时，还应对潜在的、过去没有利用的民族文献

情报加以开发。在注重一次文献服务的同时，加强二次文献、三次文献的加工与服务。特别应该编制一些有关民族

理论、民族学、民族经济、民族教育、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目录索引。 

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加快现代化技术的应用。如微机的应用就可加快民族文献资料的检索频率，缩微、光盘

技术的出现，解决了民族文献信息的存贮、处理问题，使文献得以长时间的保存。 

（四）健全服务系统，加强横向联系。首先可以在北京民族图书馆和自治区、各民族地区图书馆建立民族文

献的服务中心，形成公共图书馆的民族文献网络。同时，各民族院校也要根据所处的地域、所设的学科和专业，建

立民族文献的资料中心，而有些重点院校还可建立学科中 心，以形成民族院校图书文献网络。在这个大系统中，

可由北京民族图书馆牵头，加强各民族地区、各民族院校之间的联系，形成相互开放、互相协作、紧密联系、资源

共享。另外，这个系统还要和国家图书馆、各省（市）公共图书馆系统、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系统、全国高校图书馆



系统，加强联系、互通有元，真正使民族文献网络成为一个高效率的服务系统，形成民族文献资源的保障体系。 

（五）积极规划民族文献资源的合理布局。经过40多年的努力，虽然我国民族文献资源的建设工作已有很大

的发展，但还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民族文献资源分布不均，重复浪费，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在文献价格不断上

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因此要积极规划民族文献资源的合理布局。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①

民族文献资源的合理布局必须为我国新时期的“四化”建设服务；②民族文献资源的合理布局必须适应我国民族事

业的发展需要；③民族文献资源的合理布局能够促进民族地区科学文化和经济建设的腾飞；④民族文献资源的合理

布局有利于实行相互协调和资源共享。文献资源合理布局，是一个理论性很强，实践起来又颇为复杂的课题，但我

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民族文献资源的合理布局，不仅是建设好民族文献资源的关键所在，而且还将影响和制约着民族

文献资源建设今后发展的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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