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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各民族医药在发展历史进程中，均通过文献、典籍、碑刻、口耳相传等形式起到了传播、传承、发展的重要作用。但
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传承，有遗失，有破损，有传承人断代致家传秘籍不能传承的危境等等，为此，需要开展藏医药古

籍的保护性整理研究工作。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藏医药古籍文献的普查、收集、整理，经过５年多的努力，课题组首
次以出版名录的形式对藏医药古籍文献进行文化产权的保护，首次以藏文、汉文、英文和藏文拉丁文转写作为国际规范和

标准及成果进行推广，首次以信息化平台建设的形式对藏医药古籍文献进行永久性数字化保存、保护及传播，并以发明专

利、著作权登记等形式对藏医药古籍文献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

关键词　民族医药；古籍文献；保护整理；信息化平台；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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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产生的文化背景是汉文化，自有汉文字
始即有了中医药的记载，汉民族在中国又是第一大

族群，因此中医药历史悠久，受益民众居多，成为中

国民族医药的代表，而藏医药、蒙医药、瑶医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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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医药随着本民族文化的兴起而产生，受益

民众多为本民族人群，对中国民族医药历史发展的

影响力不及中医药，但在中国民族医药发展史上，各

民族医药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民族医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承，以各

民族的文化背景为依托，根据各民族聚居地的地域

不同、气候不同、环境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等特点，决

定了各民族医药的产生背景、思想内涵、传承方式、

发展历史等等的不同，导致各民族医药之间既有相

似之处，又分别具有各自独特的魅力，因此，各民族

医药文化都需要后人继承、传扬、发展。而继承、传

扬、发展民族医药的根本基础就是记载着民族医药

发生历史、发展经历、独特思想等的古籍文献！这些

古籍文献，随着时间的流逝，经受着不同程度的破

损、毁坏；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内容被尘封、丢失、

遗忘、甚至不解。如何继承、发扬各民族医药的精

髓？是当今时代民族医药工作者必须重视、必须行

动起来的一个社会问题。

１　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的现状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留下了数量庞大的古

籍文献，这些古籍文献是我们和历史对话、和古人交

流的唯一工具，是我们回顾历史、了解历史、解读历

史的唯一通道。但经历过几千年、几百年的时光，这

些古籍文献无论是竹简、碑刻，还是手书、印刷，经历

了大自然的风吹雨淋，经历了战乱年代的硝烟烽火，

甚至在一代代流传过程中被损毁、被丢弃、被遗失、

被封存、被掠夺。

近年，中国政府对古籍文献的保护整理工作极

为重视。２００７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制定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文化部、财政

部共同组织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古籍保护工

作进入到科学、全面发展的新阶段。２００７年４月国
务院批复，同意建立由文化部牵头的《全国古籍保护

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十一五期间，中国科学技术部共立项并支持了

９５个科技基础专项，内容涉及工农牧副渔各个领
域，其中涉及医药领域的唯一一个项目就是“藏医古

籍整理与信息化平台建设”，由此打开了首次在全国

范围内调研、整理、抢救性保护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的

新的历史篇章！

课题组在民族地区开展藏医药古籍文献挖掘整

理研究过程中，深入到边远地区的小寺庙，走访从事

藏医药工作的个人，见到了很多未曾面世的古籍、珍

本，以纸质版手抄本居多，其中不乏年代久远、破损

严重、修补困难的状况，这些珍本古籍都是在居住环

境中布包或纸包后，搁置于平时不常翻动之处，由于

保存环境不能保证适合纸质版文物的温度、湿度、酸

碱度等，也不能有效防止虫蚀鼠磕，如果不能给与及

时的抢救性保护整理措施，这些珍本古籍必将面临

消失的境地！

图１　民间调研发掘到的一些古籍珍本

　　许多碑刻石记类文献，如果地处荒郊野岭，如果
不为专业人士所发现，一样逃不脱被忽视、遗忘、废

弃的命运，而这些文献有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个真实

的历史，改变现有对历史的认识。课题组对北京地

区藏医药古籍文献的存世现状进行调研时，在房山

区云居寺发现一座保存尚好的石碑，上刻有隋朝即

用藏药浴的记录，标志着藏医药进京迄今已有１４００
多年的历史。但检索各类文献，没有查到有关此石

碑的记载内容。由此课题组推断，藏医药早在隋朝

即已在北京地区使用，现在文献记载的藏医药进京

始于元代，应该是藏医药在京得以传播、发展的鼎盛

时期［１］。

流落海外的古籍文献也是需要引起我们必须重

视的一部分。这部分古籍文献的数量不确定、存放

地不确定、保存状况不确定、破损程度不确定，等等

不确定因素居多，且语言交流障碍、出境活动受限，

等等困难居多，使得海外流失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

难上加难。课题组２００９年到不丹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时，收购的一册藏医药古籍书本最具代表性。首

先，中国与不丹非友好缔约国，需要中停印度才能入

境。我们没有不丹语翻译，只能使用英语进行交流。

通过遍访首都廷布的医院、研究所等与民族医药有

关的单位，查阅、收集、整理了一批民族医药相关的

古籍文献，同时深入到民间杂物买卖市场，居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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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藏医药古籍书本，油墨印刷，书籍中间部分有缺

失，书封及书底都已丢失，剩余部分保存良好，卖主

并不知晓来历及内容，只说是家传并碾转传到本人

手上。该书收购后保存于“藏医古籍整理与信息化

平台建设”课题组资料库，已委托专业人员翻译，并

将内容呈载于藏医药古籍信息化平台。

２　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方法
开展古籍文献的保护整理工作，首要任务是了

解、掌握各地藏有古籍的详细信息。为此，首先需要

深入全国各地，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实地实

物调研。以藏医药古籍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为例，

大量古籍分散存储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藏学研究

机构、藏医院等单位，一般都为存储的古籍提供了一

定的保护措施，并有受过训练的管理人员专门保管。

还有大量藏医药古籍藏于民间和寺庙，这部分古籍

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例如：霉变、酸化、虫蛀、粘连、

破损、缺页等［２］。并且这部分古籍所藏地多处于偏

远地区，交通非常不便，没有汽车行驶的道路，需要

长途跋涉，如果是高海拔地区，对调研人员的生理适

应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加之生存环境恶劣，生活环

境简朴，对古籍的保存也仅限于“搁置”，没有任何

保护措施。但越是这样的地方，查得到的藏医药古

籍越是年代久远、破损严重、久未面世的居多，是古

籍文献的整理保护重点！

珍藏有古籍文献的单位或个人，能够将古籍文

献拿出给我们展示已实属不易，如想拿回或借用以

便仔细研读是决无可能的事。有大型寺庙珍藏的古

籍，在没有中央相关部委级的批示、协调下，内藏的

古籍文献是不对任何人开放的。这些古籍文献，无

论内容多么经典、多么重要，对我们当今从事民族医

药的工作者而言，只能望洋兴叹，因为看不到内容，

根本就不可能学习到其中的精髓。为了让古籍文献

的内容能够重新大放异彩，现在最科学的方法就是

扫描或摄影，一次性地刻录下古籍的内容，，即减少

了多次翻阅对古籍文献造成的人为损害，又能以数

字化的形式永久地予以保存，并通过信息化平台的

形式对大众展示开放。

有多年从事藏医药工作的德高望重的老者，祖

辈在当地行医问药多年，周边地区多慕名而来，挽救

了无以数计的生命。但他们掌握的偏方、秘方、行医

经验都是世代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载，其中不乏年

高体弱且后继无人者，更是面临着失传的境遇。这

种情况需要采用录音、摄像等电子技术，并需要安排

更多的时间，制造更多的交流机会，尽可能完整地记

录下老先生所知所用的内容。后期对录音录像进行

翻译编辑，即有利于科学的保存，也有利于向大众传

播。

对碑刻石雕，尤其是在偏远的人烟荒芜地区，经

过长年的风吹雨淋，不断地被酸化腐蚀，目前人力、

物力、财力所限，不能进行有利的抢救保护措施，唯

一能做的就是拓印并拍照，尽可能完整地保存雕刻

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乏对某一史实的完整记载，是

我们了解历史、与历史对话的最好的“访谈者”，很

有可能是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见证人”。

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在各地建造一个恒温、恒湿、

酸碱度可控的场所，从物理意义上对面临受损的古

籍文献进行科学合理的保护，但我们除了可以通过

拍照、摄影、录音、录像等手段对古籍文献进行数字

化保存、传播之外，还需要将查得的古籍文献详细编

辑在册，需要对保存地、保存状况、保存条件等内容

详细记录在案，并上报国家相关组织机构，为将来条

件成熟，逐步展开修复、整理、保护工作打下基础。

３　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方法
民族医药古籍文献，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物，记

录的是当时的社会风貌，呈现的是当时社会的生活、

科技水平，因此进行物理意义的保护，如建造一个适

合古籍保存的存放地，如培养专业人员对破损的古

籍进行科学的修复，等等，最大限度的延长古籍的寿

命，是古籍文献保护整理工作必不可少的方法之

一［３４］。

在当今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

永久性地科学保存古籍文献内容也已成为可能，更

是古籍文献保护工作的重点［３４］。

本课题在开展藏医药古籍文献抢救性整理研究

工作之初，即同时开展了古籍文献信息化平台建设

的筹备工作。即使用的多种高科技手段、科学方法、

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以及通过整理后而出现的数

字化、电子化的古籍形态，对藏医古籍进行数字化、

信息化研究建设。藏医古籍整理信息化平台建设中

初步分为３个部分，即藏医古籍文献收集平台、藏医
古籍文献整理平台、藏医古籍文献信息检索平台（藏

医古籍信息化发布平台）［５］。这是一个开放的、实时

更新的社会共享信息化平台，对全国各地的民族医

药工作者开放，只要能够登记上网，就能够查询到平

台资料库中登记备案的古籍文献内容。

课题开展至今，收集到大量的藏医药古籍文献

资料，针对这些不可多得的、不能再生的史实资料，

（下接第６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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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编著、出版了《全国藏医药古籍名录》《藏医

药古籍文献整理与信息化平台建设》两本专著，其

中《全国藏医药古籍名录》更以藏文、英文、汉文和

藏文拉丁字母转写等４种文字，对全国各藏民族聚
居地考察收集到的藏医药古籍，进行了书名、著者、

出版年代、版本、收藏地等信息的翻译编写，为不同

语种的民族医药科研人员提供古籍资料信息的同

时，确立了藏医药古籍文献中的名词翻译标准，是一

部能够为藏医药相关文献进行藏文、英文、汉文和藏

文拉丁字母转写提供翻译标准的典藏。

《藏医药古籍整理与信息化平台建设》则是一

部详细介绍针对藏医药古籍文献资料建立各种数据

库，搭建信息化平台，实现古籍文献永久性数字化保

存模式的专著，使得藏医药古籍的整理研究率先在

世界范围内首先达成古籍文献的科学性挖掘、保护、

发展，同时申请了四项发明专利、四项著作权人登

记，对藏医药古籍文献的保护整理研究进行科学的、

自主的知识产权保护。

４　结论
古籍文献收集、整理、研究的过程，就是研读历

史，与历史对话的过程，在感受到中国民族文化的光

辉灿烂、博大精深的同时，更能体会到中国民族历史

的悠久和深邃，领悟到这些古籍文献不仅仅是藏民

族的历史，而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瑰宝，更是世界人民

的财富，因此，现在需要全社会更多的力量，重新唤

醒它们大放异彩，与现代医学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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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４］冯岭，黄福开．从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角度看民族医药古籍整理

［Ｊ］．中国民族医药杂志，２００９（８）１５：９－１２．

［５］冯岭，仁旺次仁，黄启舟，等．藏医古籍信息化平台建设［Ｊ］．中国

藏学，２０１０（４）：１３２－１３５．

（２０１３－０８－０８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２１６·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ｐｒ．２０１５，Ｖｏｌ．１０，Ｎ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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