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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古籍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当代价值，不作深入的研究就无法充分地揭示出来，也无法
使本民族读者充分认识本民族历史的深度和广度，无法使世界人民了解我国少数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
的贡献。
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首先要承认每一个民族文化的价值，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首先就保存在本
民族的古籍之中。
民族古籍的研究工作有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维护和弘扬，有利于民族古籍在本民族群众中的推
广和普及，提高群众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同时，也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国内外学
者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有利于我们向世界展示我国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宝库。
民族古籍还是民族语言的经典，它的普及可以提高本民族语言的应用水平，有利于民族语言的保护和
发展。
这是民族文化事业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在这个形势下我们筹办这个集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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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简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标准的编制民族文字古籍：机遇与挑战中
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特点之浅析关于回鹘文书中几个词的探讨回鹘文刻本圣救度母二十一种礼赞经进
一步研究榆林石窟回鹘文题记重考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铭》再考释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求生净土法
要门》译释西夏人眼中成吉思汗在西夏的最后一战察合台维文文献《伊米德史》研究概况北京地区满
文古籍纵横谈《清文翻译全藏经》丛考蒙元文化多元化与儒学之传播《十善福经白史》新发现抄本研
究《甘丹》版本述略20世纪80年代彝文古籍整理研究专业建设与学科发展论彝文假借浅谈哥巴文文字
体系的形成方块壮字《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所收录抄本年代上限考壮族麽经布洛陀中的“麽汉皇”
与布依族摩经中同类题材文献对比研究傣文佛教经典及其语言《谷魂》与傣族的宗教信仰《佛祖巡游
记》几类特殊词语的翻译与校勘从水字的结构类型看汉文化对水书的影响“坡芽歌书”的文字学解读
从《家谱》看吉林回族的源流与走向对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古籍整理文献学视野下的《畲族小说歌》
研究《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读后《民族古籍研究》简介与稿约关于《民族古籍研究》文献引证标
注方式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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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文种多样。
汉文古籍分类定级是在一个文种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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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就会涉及很多文种。
这些文字体系来源五花八门，创制使用时间久暂不一，使用范围宽窄不同。
因此，少数民族古字古籍定级难以使用完全统一的标准，需要分门别类制定不同的标准，这就增加了
定级的难度。
不仅如此，即便制定出标准后，具体操作评定不同文种古籍的等级，仍很费斟酌。
一般的专家只是懂得一两种文字古籍，对其他文字的古籍缺乏了解，互相之间缺少共同语言，难以互
相交流、共同参酌。
　　3.数量巨大。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不计流失国外的，仅存于国内的不下数十万卷册，这样庞大数量的多文种古籍分定
等级，显然是一件耗时、耗力的艰巨任务。
目前十分缺乏熟悉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版本的专家，需要定级的古籍数量与能参加定级的专家不成比例
。
　　4.年代不清。
古籍的年代是确定其历史价值的重要尺度。
汉文古籍有标注年款、版本状况的传统，很多典籍传承有序，便于确定其时代。
加之历代对汉文古籍不断注录，各时代典籍底数较为清晰。
历代文人对文献研究考证较多，不断总结各时代、各种类型书籍的特征，因此即便没有明确时代标注
的古籍，往往也能据成熟的经验确定其版本时代。
尽管不少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依据其款识、出土情况、传承线索、纸张、文字、内容等可以确定其具体
或大体时代，但也有相当多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没有可供断代参考的款识，也难以从其他方面确定版
本时代。
纳西东巴文上万册古籍中有具体年款的仅有80多册，可谓凤毛麟角。
①这些不能确定成书时代的古籍，成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的难题。
　　5.形制复杂。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除文种多样以外，形制也纷繁复杂。
不仅材质范围超过汉文古籍，版本装帧形式也种类繁多，除卷装、蝴蝶装、经折装、缝绘装、线装、
梵夹装外，还有难以用传统的版本学术语描述的装帧形式，除上述藏文横写的蝴蝶装、西夏文竖写的
梵夹装外，还有于阗文横写的经折装、傣文横写上部线订装等。
察合台文文献的装帧形式现在申报材料中都写“线装”，其实这类古籍和传统古籍的线装形式很不相
同，那是从中亚地区借鉴流传过来的一种类似西装书的形式，不少以牛羊皮做封面。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是一件新的工作，定级的难题也是研究的课题。
现在从事少数民族古籍研究的专家们也需要在接触、阅览更多的古籍过程中，在定级的实践中不断得
到充实、提高，摸索、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逐步创立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版本学。
　　（三）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应注意的问题　　少数民族古籍定级难度很大，既要采取积极的态
度，抓紧进行，保持一定的工作进度，但又不可操之过急，影响定级质量。
根据近些年参加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整理和遴选中国珍贵古籍名录的体会，感到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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