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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cient book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 precious herit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human civilization.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stitution, the Ancient Books Protection Center of the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Librar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ensus and registration of ancient books, the digital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the restoration of ancient books, and 
the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throughout the region. The paper proposes futur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nd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current achievements of the Ancient Book Protection Center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Library and the 
experience of ancient book prote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Mainly including ancient book census, ancient book restoration, digital 
protection of ancient books, facility construction, talent cultiv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other aspec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easures will help enhance the ability to protect ancient books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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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成果与未来发展
扎西旺扎

西藏自治区图书馆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中国·西藏 拉萨 850006

摘  要

古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作为重要的文化遗
产保护机构，承担着全区古籍普查登记、古籍数字化建设、古籍修复和研究利用的重要责任。论文通过对自治区图书馆古
籍保护中心当前的成果，结合国内外古籍保护的经验提出了未来规划与发展的方向和策略。主要包括古籍普查、古籍修
复、古籍数字化保护、设施建设、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等方面。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古籍保护能力，促进中华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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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的成就，

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方面也越来越重视和关注。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关怀下，

2011 年、2015 年分别“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和“西

藏自治区古籍修复中心”挂牌成立，由自治区图书馆接管。

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藏有 1.5 万函藏文古籍，内

容包括甘珠尔、丹珠尔、人文传记、医学、历史、天文历算

等承载着丰富的信息。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受限于地理环境和人力、物力等因素，

古籍保护工作面临严重的保护与保存的挑战。随着社会经济

的快速发展和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古籍保护与传承愈发凸显

其重要性。

2 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成果

2.1 开展古籍保护工作，摸清全区家底
全国存世藏文古籍总数约在百万函以上，其中约三分

之二收藏在西藏自治区。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普查，有计

划、科学地开展古籍保护等工作刻不容缓。近年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

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首次被

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不断深入推进，

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全区各级文化部门按照全国统

一部署，紧密结合我区实际，全面开展了古籍普查登记、抢

救保护、挖掘整理、出版研究和宣传推广等工作，古籍保护

工作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西藏自治区作为历史悠久的藏文化起源和发展地，收

藏历史悠久、浩如烟海、内容繁杂的藏文古籍文献，这些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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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藏文古籍文献广泛地分布在西藏自治区 122.84 万平方

公里的上千座寺院、科研机构、拉康和民间私人手中，普查

工作单位山高路远和数量之多属全国少有。“看似寻常最奇

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十余年筚路蓝缕。西藏自治区古籍保

护中心 2011 年全面启动古籍普查工作，从西部阿里开始再

到藏北那曲，从藏南边境到毗邻城郊，从远到近，以“边普

查，边保护”的原则，走遍了我区 74 个县区的上千家古籍

收藏单位和私人收藏户，力争不落一家古籍收藏单位的每一

函古籍普查登记。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了 1160 多家（其

中 102 个私人）收藏单位及个人的古籍普查登记任务，普查

总量达 1.8 万余函（十万余册）、制作版本书影 9 万多幅，

基本完成了古籍普查任务。4 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已

完成自治区档案馆的古籍普查任务，已启动了罗布林卡、布

达拉宫的普查登记工作，截至目前罗布林卡完成 1720 函，

布达拉宫完成 2530 函。

古籍保护中心申报全区 305 函珍贵古籍入选《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申报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西

藏档案馆 4 家古籍收藏单位被命名为“全国古籍重点收藏单

位”。在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等 9 家古籍

收藏单位挂牌成立图书馆分馆、古籍保护中心古籍分馆。

古籍保护中心编纂出版《雪域宝典—西藏自治区第一、

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藏汉对照图录》《西藏自治区图

书馆藏文古籍总目·文集篇》等专著 10 余部。为西藏古籍

保护工作做出贡献。

2.2 修复破损古籍，实现古籍“延寿”
长期以来，藏文古籍保护和修复工作落后于全国其他

兄弟省市，除了大量古籍流失海外，历史的流逝和高原环境

的影响，特别是古籍文献分散等原因，无法得到统一管理和

科学化的保护，加上藏文古籍专业修复人员的紧缺，许多藏

文古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对古籍修复工作面临着诸多

挑战。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和云南省图书馆等开展了古籍修

复技术培训班，对古籍修复工作也逐渐重视起来。自 2015

年以来，自治区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完成修复拉萨市墨竹

工卡县芒热寺 248 叶破损古籍，拍摄建档 496 幅图片，并把

完成修复的古籍文献同目录按正规程序移交给寺庙。对山

南市隆子县加玉乡强庆村白嘎寺的 237 函、3 万多叶的珍贵

古籍文献进行了整理、建档和拍摄书影。完成巴青县布拉

寺 7000 多散叶古籍修复工作，同时制作详细的修复档案。

2023 年完成国家级珍贵古籍苯教文献《甘珠尔》的修复任务，

共计 400 余叶修复，并制作详细的修复档案。

2.3 古籍数字化，激活生命力
古籍数字化作为一种重要的保护和传承手段，正在成

为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举措。古籍数字化通过将古籍转

化为数字形式，不仅可以有效地保护古籍原件，还可以方便

地传播和研究，从而实现古籍文献永久保存和活化利用。古

籍数字化还可以在学术研究方面，使得古籍的检索和分析更

加便捷，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

2017 年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发展中心”的经费支持下，首次尝试了传记类的 11000 叶馆

藏藏文善本古籍进行数字化。同年，又将 11389 叶馆藏藏文

古籍进行了数字化，两次数字化共收录 172 函、22389 叶，

2018 年底制作完成。2020 年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自治

区图书馆首批选择 50 函藏族历史上著名学者的人物传记类

古籍数字资源发布在其门户网站，得到了新华社的专题报道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网站主页的转载报

道，另在国内其他主流媒体和移动自媒体平台的众多转载

报道，很好地宣传了我区利用现代数字技术积极探索优秀

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做法。鉴于古籍数字化的有效经验，

2020 年西藏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继续将 248 函、14758 叶馆

藏语言文法类内容的藏文善本古籍进行了数字化制作，并于

2021 年发布，得到了新华社在全球以英语、日语、西班牙语、

法语、葡萄牙语等多语种线路的同步推送，使西藏自治区图

书馆馆藏古籍数字化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媒体和研究机构及

个人的关注。持续数字资源建设的步伐，2022 年西藏自治

区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继续馆藏 3 万叶藏医药、天文历算类

藏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尤其是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古籍文献的进行数字化，完成 180 函（30000 叶）的古籍

书影采集、整理工作。对此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专家和区内

文化、文物、大学、科研院所相关专家对古籍数字化资源内

容、数据库功能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对西藏自治区图书馆

积极探索藏文古籍文献数字化的前瞻性给予高度评价，图 1

为工作人员为古籍数字化选题目录现场。

图 1 工作人员为古籍数字化选题目录现场

自 2017 年以来，西藏自治区图书馆馆藏古籍数字化历

经四次建设，共完成 610 余函、67147 叶古籍文献的数字化，

并发布在限馆内访问的“西藏自治区图书馆藏文文献数据

库”，为广大读者和科研人员提供便捷的查阅途径，使馆藏

珍贵藏文古籍以数字化形式化身千百，再生利用。截至目前

文献数据库浏览总量达 16220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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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来展望与探索

古籍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古籍承载着

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历史记忆，对于研究历史、文化、语言等

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古籍的保护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

尊重，也是对民族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未来，随着信息化和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古籍保护工作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因此，对古籍保护中心的未来规划与发展至关重要。

3.1 资金扶持方面
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肩负着保护、普查

整理、古籍修复、古籍编目、研究和传承西藏古籍文化的重

任，解决古籍保护专项经费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地方政

府应将涉及古籍普查保护、日常古籍管理和运行的经费纳入

财政预算，增加古籍保护的资金和物质保障，才能实现古籍

保护工作的高效运作。此外古籍保护中心馆藏古籍书库和设

施设备水平相对落后，远远达不到古籍保护的相关标准要

求。古籍保护需要资金的扶持，而且是持续性的，否则，保

护古籍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3.2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
人是发展的第一要素，培养专业人才是核心资源。自

治区古籍保护中心作为西藏重要的古籍保护基地，当前古籍

保护人才队伍建设面临诸多困难，古籍保护工作人员不同于

其他行业，工作人员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长期实

践训练。目前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正式编制 6 人，

其中研究馆员 1 人，馆员 4 人，助理馆员 1 人。专业人员数

量和专业水平是决定古籍保护工作的关键所在，目前微量的

人员难以满足新时代古籍保护工作的要求，缺乏专业人员，

导致人才队伍后继力量不足、研究人员匮乏等问题，影响了

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因此，古籍保护中心应充分利用现有

的条件，加强与相关古籍收藏单位和专家的合作，研究制定

古籍人才需求规划，专业队伍建设。采取“请进来送出去”、

线上线下举办培训、参与少数民族特殊培养项目、提倡传帮

带的形式等多措并举培养现有的古籍工作人员，有针对性地

组织馆员到相关古籍保护单位跟班学习，充分发挥推动古籍

保护事业发展。

3.3 持续开展全区古籍普查登记和普查培训工作
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涉及知识面广、

需要登记的信息量大，工作人员不仅要有一定的文字基础

功底，更需要掌握古籍相关的基础知识。为进一步提升基层

古籍普查保护人员的基础知识和工作能力，组织以古籍基础

理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培训班，正确学习掌握古籍普查的内

容、标准、方法与技巧。进一步提升藏文古籍基础知识和古

籍普查工作的目标、方向、任务。

4 结语

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作为西藏古籍文化的

守护者和传承者，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下一步，西藏自

治区古籍保护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

全面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加强藏文古籍文献整理

研究、保护修复和数字化转化工作，不断挖掘文物和文化遗

产的多重价值，讲好背后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故事，推进古籍普查、保护和利用，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未来，将继续秉承“保护、传承、创新、共享”的理念，

不断完善古籍保护机制，加强人才力量，推动古籍保护工作

取得更大的成果，为西藏自治区古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出

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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