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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书目工作起始于公元 9 世纪中叶对藏文献的编目。新中国成

立后 ,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书目工作经过了初步发展和迅速发展时期。目前 ,少数民族文字信息

处理工程已全面启动 ,少数民族语文主题词表正在研制中 ,著录标准化正在实现 ,书目管理系统

开始运行 ,工作正在向现代化迈进。参考文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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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文字文献的书目控制是我国书目控制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领域。但是 ,由于认识和其

他方面的原因 ,民族文字文献的书目控制还未引起

人们足够的重视。现根据掌握的情况进行一些探索

性研究 ,不足之处 ,请方家指正。

我国最早的民族文字文献源于公元前 2 世纪 ,

卢文字传入中国的于阗地区 ,被用于铸币、书写契

约及翻译佛教文献。随着历史的推进 ,许多少数民

族创造了本民族文字 ,并用以创作了本民族的文献。

从古而今以文字、符号、电子等多种方式创作形成的

民族文字文献浩如烟海 ,难以数计 ,极大地丰富了中

华民族的文献宝库。

1 　我国古代民族文字文献的书目控制

我国最早的民族文字文献目录产生于西藏地

区。在公元 9 世纪中叶 ,藏族学者在对大批佛教经典

进行整理的基础上 ,按经卷所藏宫殿名称的不同 ,先

后编制了《旁塘目录》、《钦浦目录》和《登迦目录》。前

两种目录已佚失 ,《登迦目录》收录在《丹珠尔经》杂

部中 ,保存了其全貌 ,这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民族文字

文献目录。

《登迦目录》成书于公元 824 年 ,收录藏文经籍

738 种 ,其中大小乘、显密俱备 ,共收 27 门 ,著录有书

名、著者、译者等。它是一部分类较科学、著录较详

细的专科文献目录。反映了当时藏传佛教经典翻

译、著述的盛况 ,对研究藏族古代社会历史文化、佛

学史和藏文文献目录等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我国古代民族文字文献著述丰富 ,需要花大力

气挖掘、整理和研究。目前所能见到的民族文字文

献目录主要有藏文、蒙文和满文文献目录 ,其中藏

文、蒙文较多。

关于藏文文献目录 ,目前考订出来的有十几种。

其中有元朝时期的《大藏经目录论典广说》、《甘珠尔

目录太阳之光》,公元 1322 年布顿大师在其所著《宗

教源流宝藏》一书之末尾详细记载的大藏经目录 (简

称《布顿目录》) 、《新选佛说甘珠尔之目录 ———白册》

(简称《蔡巴目录》或《蔡巴甘珠尔》) 。明清以来 ,继续

编制了《江孜“天邦玛”本甘珠尔目录》、《丽江土司所

造存于里塘大寺的佛说甘珠尔经目录》、《佛说甘珠

尔三界严饰神幻乘之目录》、《译成藏文的善逝佛论

教语印刷目录 ———打开显密佛门的钥匙》、《吾等导

师释迦牟尼所说佛语世界财宝之目录 ———格言神幻

之钥匙》等。

有关蒙文文献目录 ,目前所能见到的也有十几

种。其中最有名的是公元 1720 年编译的北京版木刻

朱字本御制蒙文《甘珠尔总目录》、公元 1749 年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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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京版木刻朱字本《登迦目录》和《御制蒙文丹珠

尔总目录》等。此外 ,还有《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

大藏全咒目录》、《宝贝甘珠尔目录》、《丹珠尔部分目

录》、《宗喀巴著作目录》、《主持金刚禅师箴言目录》、

《龙都尔喇嘛著作目录》、《阿格旺丹达尔著作目录》、

《阿拉善名贤丹达尔拉苏巴著作目录》、《乌拉特前旗

墨尔根格根著作目录》等等。

满文图书目录 ,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 30 年代李

德启、于道泉编的《满文图书联合目录》。该目录收

录了北京图书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满文

图书 419 种。满文目录虽只一种 ,但它却是民族文字

文献联合目录的开端。

2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文字文献的书目控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 ,随着民族文字文献的增加 ,各

有关部门先后编制了多种民族文字文献书目、索引、

文摘、提要等。从时间的角度 ,民族文献书目控制呈

现出两个发展阶段 :报导民族文字文献源的书目控

制阶段及系统整理和开发利用的书目控制阶段。

211 　1949 —1976 :我国民族文字文献书目控制的初

步发展时期

建国初期 ,党中央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民族文

献工作。1953 年 ,开始了全国 (除台湾省外) 的民族

识别工作。1956 年 ,民族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国 16 个

省 (区)展开 ,共 1000 多人参加。1963 年 ,在 16 个省

(区)调查资料的基础上 ,各地分工编写了关于我国

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民族区域自治的三套丛书共

100 多种 ,内部发行。到 1964 年 ,全国共调查了 50

多个少数民族 ,编写了几千万字的调查报告和文献

资料 ,翻译成汉文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达数百万字。

民族调查研究和民族史志编纂工作的开展推动了民

族文字文献书目的编制。如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前身) 新疆少数民

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1962 年 10 月编印的《新疆研究参

考书目》收录维吾尔文图书 349 种 ;其它有关民族文

字图书 163 种 ,对所收图书 ,均附有提要。从 1956 年

至 1962 年 ,我国编印的民族文字文献目录有 10 多

种 ,如 1956 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图书资料室编印

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现存旧杂志草目 :蒙藏回族

等》,1958 年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印的《馆藏有关

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文献参考书籍草目 :少数民族文

字部分》,1959 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图书馆编印的

《馆藏少数民族文字书目》,内蒙古师范学院图书馆

编印的《馆藏蒙译经卷目录》,旅大市图书馆参考部

编印的《馆藏汉满蒙文字档案目录》。1960 年西北民

族学院图书馆编印了两套书目 ,即《西北民族学院馆

藏哈文书目》和《西北民族学院馆藏藏文书目》。此

外 ,1962 年内蒙古图书馆编印了《内蒙古图书馆馆藏

蒙文古旧图书书目》。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 ,这些

书目均为油印本 ,未能正式出版发行。但是这一时

期的书目控制为当时的民族研究服务发挥了很好的

作用。1966 年至 1976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 ,民族文

字文献的书目控制遭到破坏 ,大量的民族文献被焚

毁 ,造成重大的损失。

212 　1977 —2000 年 :我国民族文字文献书目控制的

迅速发展时期

1977 年后 ,我国的民族文献事业恢复生机 ,民族

文字文献的书目控制迅速发展 ,主要表现在普通民

族文字图书的书目控制和民族文字古籍的书目控制

上。

(1)民族文字图书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

民族文字图书书目的发展 ,民族文字图书的书目控

制引起重视。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我国恢复和建立了一批

民族文字出版机构 ,目前已有 36 家 ,民族文字文献出

版数量剧增 ,因此民族文字文献的书目控制愈来愈

显得重要。

首先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我国出版了两部大型

回溯性总书目 ———《中国蒙古文图书综录 : 1947 —

1986》(乌林西拉主编 ,1990 年 10 月内蒙古大学出版

社出版)和《中国朝鲜文图书总目录 :1947 —1991》(池

玉子、任南洙编辑 ,1992 年 12 月延边人民出版社出

版) 。前者收录了 40 年间全国出版的蒙古文图书

6000 种 ;后者收录了 44 年间全国出版的朝鲜文图书

5800 余种。两部目录都采用了科学的分类体系和标

准化的著录规则。1999 年萨仁在《中国蒙古文图书

综录 : 1947 —1986》的基础上 ,又续编了 1987 —1997

年部分 ,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部大型书

目收录完整、分类科学、著录准确、检索方便 ,具有较

高的学术性、资料性和实用性 ,它们比较全面、系统

地记录了这一时期中国蒙古文图书与朝鲜文图书的

出版概貌 ,具有国家总书目的性质。它们的出版标

志着我国民族文字文献的书目控制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

其次 ,各类民族文献信息部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加倍重视民族文字图书工作 ,加速了民族文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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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书目控制 ,各民族文献信息部门纷纷建立民族

文献室 ,设立民族文字文献专藏 ,积极主动地做好民

族文字图书的整理与编目。如 1987 年编辑出版的

《新疆大学图书馆民文图书索引目录 (维吾尔文) :

1950 —1985》和《新疆大学图书馆民文图书索引目录

(哈文) :1950 —1980》等。为了揭示馆藏 ,各民族文献

信息部门编制了民族文字图书卡片目录 ,如中国民

族图书馆收藏有 24 种民族文字书籍 25 万册 ,该馆均

按不同语种文献 ,分别编制了相应的卡片目录 20 多

种。

除此之外 ,出版民族文字图书的出版社也出版

了不少积累性书目索引 ,如《民族出版社图书目录 :

1953 年 1 月 —1993 年 1 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三

十周年图书目录 :1951 —1981》、《延边人民出版社图

书目录 :1947 —1982》等等。

(2)民族古籍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促进了民族古

籍书目的发展 ,民族古籍的书目控制卓有成效。

我国民族古籍整理工作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

始得以重视 ,80 年代初走上正轨。目前 ,全国有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30 个州、地、盟相继建立民族

古籍整理机构 ,在一些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建立了

民族古籍研究所和跨省区协作小组。自 1984 年以

来 ,已抢救、搜集民族古籍 12 万种 (部、件、册) ,已整

理 11 万种 (部、件、册) ,出版古籍、书籍 (不包括馆藏

古籍) 5000 余种 (部、件、册) 。随着民族古籍整理工

作的开展 ,人们已开始重视民族古籍的书目控制。

从 80 年代至 90 年代 ,民族古籍书目特别是馆藏民族

古籍书目不断增多。全国各地区、各类型民族文献

信息单位和全国各相关科学研究、出版机构等 ,先后

编制了蒙古文、藏文、满文、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

克文、纳西象形文、傣文、彝文和民族古文字等民族

古籍书目、提要、目录、索引等。其数量之多、类型之

繁、质量之高、效益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书目分

类的科学化、文献著录的标准化、检索手段的多样化

方面都有很大提高 ,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这

一时期民族古籍的书目控制主要有三个途径 ,一是

全国性书目控制 ,二是地区性书目控制 ,三是馆藏书

目控制。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民族文字古籍联合目录是由

8 省区蒙古语文工作协作小组办公室编辑的《全国蒙

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1979 年 10 月内蒙古人

民出版社出版) 。该目录收录了全国 21 个省、市、自

治区 66 个图书馆收藏的蒙古文古旧图书资料 1500

种 7000 余册 ,分 15 大类 ,书目后附有汉译书名索引。

这是我国民族古籍目录发展史上的创举 ,也为以后

的民族古籍目录的编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9 年 ,黄润华、屈六生编辑了《北京地区满文

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油印本) 和《北京地区满文石刻

拓片目录》(油印本) ,共收录北京地区满文图书资料

和碑刻拓片 1400 余种。其后 ,在此基础上黄润华、屈

六生主编的《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于 1991 年

7 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目录共收录全国 1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48 个单位收藏的满文图书资料

10150 种 ,拓片 693 种 ,基本反映了清代满文图书、拓

片的概貌。书目正文分列满文图书和石刻拓片两部

分 ,分类排列 ,每一书目皆用汉、满、拉丁文转写三种

文字书写 ,并标明出版年代、出版者、版本、文种、册

数、版柜、馆藏情况等 ,编有满文书目索引、汉译书名

笔画索引、汉译书名汉语拼音索引、书名拉丁文转写

索引和汉译著者笔画索引 ,是我国民族古籍书目中 ,

检索途径较多的书目工具书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

在全国民族古籍研究室的支持下 ,内蒙古古籍

办、内蒙古自治区图协及 8 家图书馆联合编辑出版

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上中下) (2000 年 5 月北

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民族性、文献

性、学术性都很强的综合性大型书目工具书。它收

录了全国 180 个藏书单位和 80 个个人所收藏的

1949 年以前中国抄写、刻印的蒙古文文献 ,分图书经

卷、检索资料、金石拓片和期刊报纸 4 部分 ,共 13115

条 ,并依照国家标准进行著录 ,还做了必要的分析、

考证。其附录由 3 部分组成 ,一是新版古籍简目 ,二

是蒙古文国际音标书名索引、汉译书名索引 ,三是甘

珠尔经、丹珠尔经蒙古文目录。编制书本式目录的

同时 ,还组织力量建立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数据

库。

另外西藏、四川、云南、青海、甘肃五省区藏文古

籍协作小组从 1997 年 9 月开始着手编纂《全国藏文

古籍联合目录》,计划 1997 —2001 年完成藏文古籍的

普查和简目编写工作 ,在 2007 年全部完成《全国藏文

古籍联合目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 1996 年 5 月召开的第二次

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会议上决定在“九五”期间或

用更长时间编纂跨世纪重点项目 ———《中国少数民

族古籍总目提要》,这将是一部综合性的具有多功能

学术价值的巨著 ,将成为国内外诸多领域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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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备工具书 ,它同《四库全书》一样 ,将对中华民族

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地区性的民族古籍联合目录主要有 :《北京现存

彝族历史文献部分书目》(1981 年 10 月中央民族学

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编译组编 ,油

印本) ,收录北京地区现存彝族典籍 659 种 ,分 11 大

类 ,并撰写有详细类序 ,对该类的历史状况 ,典籍沿

革及其特点、内容等作了介绍。《彝文典籍目录·贵

州卷》1994 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是一本彝文古

籍整理必备的大型工具书。该书著录彝文古籍 1246

册 ,分类排列 ,撰有内容提要。方国瑜编著的《纳西

象形文字谱》(1981 年 4 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

录东巴古籍 394 种。和志武 1983 年编制的《纳西象

形文东巴目录》收录东巴古籍 643 种。张公瑾编著的

《傣文古籍见知录》(《民族古籍》1987 —1990 连载) 著

录傣文古籍 180 种。库尔班·维力编辑的《维吾尔、乌

孜别克、塔塔尔古籍目录》(1988 年 11 月喀什维吾尔

文出版社出版) ,策司·桑杰嘉措编著的《南瞻部州唯

一庄严目录》(1990 年 4 月西藏人民出版社) ,还有西

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藏文编目组编辑的

《藏族史料书目举要 :藏文一》(《西藏研究》1985 年 4

期) ,于宝林编的《契丹文字文献论著解题》(《文献》

1985 年 1～3 期)等等。

凡是藏有民族古籍的文献信息部门 ,大都有馆

藏民族古籍目录。在这些众多的馆藏民族古籍目录

中 ,尤以藏文古籍目录最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最

先编印的一部大型馆藏古籍目录是 1959 年编印的

《拉卜楞寺总书目》(油印本) ,1985 年由青海人民出

版社正式出版时书名改为《藏文典籍要目 (藏文)》,

是拉卜楞寺公私藏书的联合目录。书中收有 178 位

大师的近万部著作。该目录把冗长的藏文全书名 ,

按传统方法进行了减缩 ,对作者名字的著录 ,以惯

称、地名、职位等加以区别 ,解决了同名同姓的矛盾。

分 17 个大类 ,子目详细 ,便于查找。这是藏文目录中

记录最详细的一部。中国民族图书馆编辑的《藏文

典籍目录 :文集类子目》共 3 册 ,1984 年 7 月、1989 年

12 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上册和中册 ,下册于

1997 年 3 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目录收录中国民

族图书馆馆藏 180 余家文集的要目 ,书中正文按作者

姓名字顺排列 ,每一文集详列子目 ,著录每一子目的

藏文书名、汉译书名、版本类型、页数、次序编号及索

取号等。这样既保持了文集原有卷帙和篇目次序 ,

又参照其它版本 ,进行校勘补缺 ,还为文集作者写了

生平简介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与《藏

文典籍目录》相对应的文集类目录是 1995 年 12 月由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德格印经院目录大全》。该

目录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编译局和德格印经院

联合编纂 ,是一部书目及资料为一体的大型工具书。

还有一部大型馆藏古籍目录是由李鹏年、吴元丰主

编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

录 (满藏文部分)》(1999 年 12 月中国藏学出版社出

版) 。该目录共收录条目 13334 条 ,其中满文档案条

目 13040 条 ,藏文档案条目 294 条 ,为藏学研究工作

提供了可信的文献资料信息 ,为国内外学者查阅利

用有关档案资料提供了方便的检索工具。

3 　民族文字文献书目控制的发展前景

311 　少数民族文字信息处理工程全面启动

我国的民族文字信息处理的研究应用始于 70

年代后期 ,发展于 80 年代 ,到 90 年代初 ,几乎中国各

少数民族文字完全和汉字同步地实现了电脑化处

理。这是电脑技术为各种民族文字平等发展创造的

全新的技术条件。1991 年 ,由中央民族大学语言研

究所和计算机系联合研究编著了《中国各民族文字

与电脑信息处理》一书 ,从理论上对我国各少数民族

文字进行微机处理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做了全面透

彻的研究 ,并对这一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做了详细

介绍。事实表明 ,在电脑面前 ,各种文字并无优劣高

下之分。现今电脑处理技术及产品的先进与落后 ,

主要已不是文字本身属性差异所致 ,而是经济实力

大小 ,管理是否科学合理 ,用户是否广大等因素造成

的。

312 　少数民族语文主题词表正在研制当中

利用计算机检索文献 ,必须使检索者的语言与

计算机所用的语言一致 ,这就要求编制出规范化的

检索语言 ,即主题词表 ,这是实现计算机检索的基本

要求。我国《汉语主题词表》的编制出版为建立全国

统一联机信息检索网络创造了必要条件 ,对我国文

献工作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汉语主题词

表》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有关

词条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不能准确地标引

民族文字文献。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目前已提出两

种方案 :一是编制《民族学科主题词表》,具体方法就

是在《汉语主题词表》的体系下 ,增编民族学科主题

词 ,在对民族文字文献进行主题标引时 ,二者同时使

用。二是无须单独建立《民族学科主题词表》,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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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字文献进行主题标引时 ,可在《汉语学科主题

词表》中增加少数民族语文与汉语对照索引 ,在附表

中增加民族机构和宗教机构 ,在辅助部分范畴索引

中扩充民族宗教类等。这两种方案都有一定的合理

性 ,但都尚处在研究阶段 ,离实施还有一定距离。

313 　逐步实现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著录标准化

文献工作现代化的关键之一是文献著录工作标

准化。在我国自 1979 年成立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以来 ,文献标准化工作已取得很大成绩 ,对

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工作的标准化给予了应有的

重视 ,早在 1984 年 9 月 ,中国标准化综合研究所就提

出了《关于蒙文图书著录规则作为国家标准颁布的

建议报告》,从此 ,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标准化工

作进入了探索时期 ,经过 10 多年努力 ,已经取得部分

研究成果。如关于标识符号问题 ,在保持原符号意

义的基础上 ,采用变通方法进行标识。如对从右至

左横书的民族文字改用镜像符号 ;对从右至左上下

直书的文字改用转向符号。通过这样的变通方式来

适应民族文字文献著录的要求。关于文种选择问

题 ,涉及使用多种文体的民族 ,如蒙古文有 7 种文体 ,

著录时 ,各项目可用文献本身的语种著录 ,而做标引

时 ,应统一为一种文体 ,即回纥式蒙古文 ,以利排检

等等。

314 　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书目管理系统开始运行

1985 年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与内蒙古电子计算

机中心联合研制成功《微机蒙文图书目录管理系

统》。1995 年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又建立起符合国

家标准的《蒙文书目机读目录数据库》。该数据库的

先进性在于它实现了标准化 ,采用标准建立蒙文书

目数据库在国内外均为首例 ,填补了我国蒙文文献

事业上的一项空白 ,对促进我国各少数民族文献实

现计算机化、自动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 ,在开发我国多语种文献检索方面 ,虽然起

步晚 ,但发展很快 ,从已开发的多语种系统看 ,它涉

及到的语种有汉、朝鲜、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

克孜、藏、傣、彝、壮等 10 余种。

民族文字文献书目控制的现代化建设虽然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 ,要实现我国民族文字文献完善

的书目控制还存在着许多困难。目前的问题是 : ①

民族文字文献工作者受传统观念束缚 ,民族文字文

献书目编制缺乏统一规划与组织管理。②民族文字

文献书目没有民族文字文献呈缴制度作保障 ,民族

文字文献书目在数量与质量、广度与深度上都存在

问题。③民族文字文献的书目控制理论大大落后于

实践的进步。④对民族文字文献书目宣传力度不

够 ,外界不了解情况 ,其使用率也不高。为加强民族

文字文献书目控制 ,笔者认为 ,首先 ,应建立强有力

的民族文字文献书目控制和协调机构 ,对全国的民

族文字文献书目和数据库进行全面调查 ,然后进行

统筹规划和协调。其次 ,应建立和完善民族文字文

献书目立法制度 ,用法律手段保证民族文字文献源

的完整与全面 ,以建立权威性的民族文字文献国家

书目。第三 ,加强民族文字文献书目控制理论研究 ,

及时解决在书目控制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保证标

准化和自动化的顺利实施。第四 ,要加大宣传力度 ,

努力做好各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 ,提高书目的使用

效率。

参考文献

1 　包和平 ,许斌. 中国民族文献学研究. 北京 :中国华侨出

版社 ,1997

2 　刘光宏. 中国民族工具文献辞典. 北京 :改革出版社 ,

1995

3 　乌林西拉. 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著录标准化刍议. 福

建省图书馆学会通讯 ,1986 (2)

4 　包和平. 少数民族古籍的科学管理和开发利用. 中国图

书馆学报 ,2001 (1)

5 　包和平. 中国古代民族文献目录概述. 情报资料工作 ,

2001 (1)

6 　包和平.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及其书目概况. 图书情

报工作 ,2000 (10)

7 　包和平. 我国民族文字文献工作的现代化. 图书与情报 ,

2000 (3)

包和平　大连民族学院图书馆馆长 ,副研究馆员。通

讯地址 :大连市。邮编 116600。

王学艳　大连民族学院图书馆馆员。通讯地址同上。

(来稿时间 :2002201218)

—17—

包和平　王学艳 :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书目控制

Bao Heping , Wang Xueyan :On the Bibliographical Control of Documents in the Languag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