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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集中展示新疆古籍保护成果的“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正在国家图书馆展出。统计数据显示，截至记者发稿时，观

众已超过3万人次，平均每天吸引近千人进馆观看。独特的展览布局、珍贵的古籍珍宝、千姿百态的少数民族古籍由此进入公众视野。那么，少数民族

古籍保护现状如何？当前，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动向？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相关人士—— 

新疆古籍保护已经成为文化部“文化援疆”的重点项目。2010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强调，民族地区的古籍保护是今后一个时期古籍保护工作的

重点内容。目前有622部、16种民族文字的民族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为启动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专项工作奠定了基础。 

除了文字古籍，非遗保护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口传古籍的保护力度。不久前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总则中规定：“国家扶持民族

地区、偏远地区、贫困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民族文学类有传承人32位，其中3/4为少数民

族。《江格尔》、《格萨尔》、《玛纳斯》等史诗巨作赫然在列。 

国家民委的相关报告显示，自1984年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全面开展以来，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少数民族古籍基础建设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截至目前，全国有28个省、区、市，100余个州、地、盟和有关县建立了相应的民族古籍工作机构，还有14个跨省区的少数民族古籍协作组织，民族

古籍保护工作处在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坚坚坚坚持持持持““““救人、救救人、救救人、救救人、救书书书书、救、救、救、救学学学学科科科科”””” 

多年来，我国民族古籍保护坚持“救人、救书、救学科”的原则。在这一原则的长期指导和引领下，少数民族古籍保护队伍达到5000多人；散藏

在民间的古籍约百万种得以抢救；多所民族院校设置了古籍保护专业，师资队伍和学科体系正在不断完善。面对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挑战，“救人、

救书、救学科”依旧是民族古籍保护工作面临的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副主任李晓东说，少数民族典籍文献难计其数、千姿百态，散居的民间知识分子是古籍的主要传播者，如

今这些人多年事已高、后继乏人。云南省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赵世红说，1983年有60位纳西族东巴参加民族古籍座谈会，如今这些古籍传承者已

屈指可数，大多数已经离世。 

据了解，由于缺少过硬的抢救、搜集、保护手段，倒卖古籍现象有所抬头；由于保护条件不足、手段方法有限等原因，少数民族古籍在民间的遗

失更为严重；古籍保护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虽然具备一定基础，但学科建设仍处在初始阶段，缺乏科学系统的传播平台，客观上制约了民族古籍人才

的培养。 

鉴于“救人、救书、救学科”任务的艰巨性，国家民委正在深入推进“十一五”规划重点文化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编纂出

版，目前已出版了19个民族卷，共收录古籍条目2.6万余条、1000余万字。 

在抢救少数民族古籍过程中，数字化等再生性保护手段也将起到重要作用。2010年10月，国家民委推动建设的“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资

料信息中心”在中央民族大学挂牌成立，成为推进少数民族古籍数字信息化管理进程的重要举措。目前，该中心的资料库建设、古籍征集、数字化管

理、项目申报、经费落实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口口口口传传传传古籍古籍古籍古籍传传传传承承承承与与与与非非非非遗遗遗遗保保保保护护护护并并并并举举举举 

上至唐朝，下至民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时间跨度不亚于汉文古籍，甚至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多样。中国民族图书馆馆长吴贵飙说：“口传古籍形

成时间十分久远，它们在传播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变异性，有的演绎为神话故事、史诗，有的成为反映民族迁徙流变的历史记述。口传古籍的价值丝毫

少数民族古籍要抢救保护与传承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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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逊于文字古籍。”与文字古籍相比，口传古籍抢救、搜集和整理的难度更大。专家指出，口头传承是古籍保护和非遗传承共同的保护对象，保护口

头传承具有保护民族古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功效。 

多位专家注意到，口传古籍的传承人，往往同时也是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在我国目前的非遗保护体系中，“整体保护、活态传承”是非遗

项目保护的重要原则。他们建议，与非遗项目一样，对当下口传古籍在传承中进行活态保护。活态保护最好的方式就是充分发掘其价值，在“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古籍进行合理利用。 

酝酿已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不久前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吴贵飙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结束了口传古籍无法可依的历

史，各级政府部门将会据此加大对古籍保护的支持力度，更多散落民间的口传古籍将会得到抢救。在他看来，把保护口传古籍与非遗保护结合起来，

并且有了法律依据，这对起步较晚的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少少少少数数数数民族古籍民族古籍民族古籍民族古籍将将将将有定有定有定有定级标级标级标级标准准准准 

从普查到整理，从修复到出版，古籍工作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统一的标准。古籍保护领域此前已有了由文化部于2006年颁布实施的适用于汉语言

文字古籍的《古籍定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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