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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文字古籍整理与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果

唐红丽

2012-12-4 14:26:19  来源：2012年12月0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大批古籍保护工作的启动，意味着民族文字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已提升至国家层面，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可以

说，民族文字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2月1—2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九次学术研讨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与会者表示，目前，我国民族

文字古籍整理保护工作已提升至国家层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整理难度大 

  经调查，在中国境内，历史上先后创制或使用过30多种少数民族古文字，并由它们形成了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数量巨大的

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这些文献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的文化发展，也为中华文化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然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整理和保护存在一定的难度。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

金波从五个方面指出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存在的突出问题：文献底数不清；老化、破损十分严重；保护和修复人才尤为匮

乏，基本没有古籍修复能力；保存分散；海外流失十分严重。他还指出，由于从未区分过善本和普通古籍，也较少从版本学的角

度去考察、记录和研究，加之文种多样、数量巨大、年代不清、形制复杂等因素，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成为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古文献研究室主任聂鸿音表示，国内文物买卖的无序发展、赝品充斥市场，使少

数民族文字古籍的辨伪成为从业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已提升至国家层面 

  政府对民族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的重视是与会者交流的重要议题之一。自1997年国家民委启动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纂工作以

来，10余年的时间里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聂鸿音介绍，迄今为止已有《纳西族卷》等19个民族卷完成了编纂工作，全部完

成后将有60多卷110册。 

  2007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是古籍保护工作的重点之

一。2008—2010年连续三批发布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包含了14种民族文字，共618部图书。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

员、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润华介绍，这些民族文字涉及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

白文、彝文、满文、纳西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文及多种文种合璧的古籍。 

  黄润华表示，近年来，国家还启动了新疆、西藏古籍保护专项工作，并于2010年和2011年分别在乌鲁木齐和北京举办了“新

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反映了新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包含约30多种

著名珍贵民族文字古籍。此外，由民族文化宫主持编制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标准》，也将对我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

作更加科学化、法制化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聂鸿音说，大批古籍保护工作的启动，意味着民族文字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已提升至国家层面，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可以

说，民族文字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建立字符库为古籍整理与保护提供技术支持 

  聂鸿音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只有藏文、规范彝文、蒙古文、满文、锡伯文、德宏傣文等14种少数民族文字被接受为国际标

准字符。这些国际标准字符都是国外研究者主持设计的，国内有不少少数民族文字，特别是已经消亡的古文字和濒临消亡的近代

文字尚未进入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视野。 

  为取得少数民族标准字符的设计和申报话语权，我国政府和学界一直在努力。2012年9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泰国清迈召开

例会，会上决定由我国学者和爱尔兰学者共同为我国的西夏文字设计标准字符，这成为中国学界在该领域的最大突破。 

  聂鸿音透露，我国已先后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交了女真字、契丹小字、老突厥文、传统彝文和纳西东巴文等字符方案并已获

受理。这些由我国研究人员自主设计的第一批国际标准字符，有望在几年的讨论和修订之后陆续得以确定。 

  与会者表示，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中华字库”提出的为少数民族文字建立编码和主要字体字符库的项目，将全面打通少数民

族文字的数字化发展瓶颈，让各民族文字的使用更加方便和高效。聂鸿音介绍，该工程的目标是在5年内研制成近30种少数民族

古文字的字符库和输入法方案。目前，该工程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在少数民族文献扫描图档的基础上建立各文种的原形字符

库，涉及文种包括西夏文、契丹大小字、女真文、方块壮字等27种民族文字。“这项工程的实施，标志着我们的学术研究已经开

始走出象牙塔，向服务国际社会、服务广大人民迈出关键的一步。”聂鸿音说。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张公谨认为，民族古文字研究的工作性质

是面对过去，但我们的目标是面向未来。认识人类的过去与发展人类的未来同等重要。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把民族文化

成果保护起来并加以研究，是对文明的尊重。当前，我们要让过去的“冷门”变成“热门”，要使曾经的“绝学”成为“显

学”。在我国建设文化强国背景下，民族古文字研究的未来将大有可为。 

  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办，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协办，得到了川音绵阳艺术学院

的赞助。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与会者还就新发现的文字和文献、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民族古文字研究、民族古文献解读、民

族古籍的保护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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