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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民族交流融合历史

木牍、贝叶、纸本等不同材
质，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线
装等多种装帧形式，书籍、拓片等
不同文献类型，儒家经典、语言文
字、文史名著、契约文书、农学医
学历法等实用学科，大小乘佛教经
典等丰富内容……本次发布的资源
基本包括了现存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的各种形态。

而在文字种类上，从早期的佉
卢字到时代较近的满文，间有于阗
文、粟特文、傣文、纳西东巴文、
水文等，本次发布的资源几乎覆盖
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用过或现在仍
在使用中的所有少数民族文字。

在“各地民族文字古籍特藏”
数 据 库 中 ， 有 一 本 古 老 的 “ 字
典”——出自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
县中越边境地区的 《三千书》。这
是一部由汉字、古壮字、京族喃字
三种文字合璧的字书，是用于学习
汉字的工具书，因收录约 3000 个
汉字而得名。书中体例为以古壮
字、喃字注汉字，汉字在前，为大
字，旁边配有对应的古壮字和喃字
写法，并解释其音义。这部字书体
现了当地壮、汉、京三个民族的人
民相互学习语言文字的需要，反映
了当地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文化
互鉴的历程。

刊刻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满汉文
合璧本 《诗经》，每一句都有满文
与汉文对照；藏文刊刻的经折装佛
典《圣妙吉祥真实名经》首尾有汉

文书写的序跋；彝文《劝善经》是道
教经典 《太上感应篇》 的翻译作
品，在每一篇章之后又结合了彝族
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加以发
挥，逐节逐条地讲解释义……

这些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资源不
仅展现了现存民族文字古籍的风
貌，其内容本身也是中华文明历史
上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

让古籍在数字世界重生

对于珍贵而脆弱的古籍资源来
说，数字化是目前兼顾保护和使用
的最好方法。同时，数字化也为古籍
资源保护和使用开拓了新的天地。

“民族文字古籍特藏”专题库
中的 10 世纪回鹘文 《玄奘传》 写
本有着一段传奇经历。

《玄奘传》 是玄奘弟子慧立记
述其师生平及西行求经经过的文
献，其内容可与《大唐西域记》相互
补证，是今人研究中国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中亚和印度历史、地理、

文化等方面的珍贵史料，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这部经典于 10 世纪
由胜光法师从汉文译成回鹘文。

1930 年，回鹘文 《玄奘传》
写本在新疆出土。这是一件孤本。
它的发现不仅对研究维吾尔族古代
语言有着重要价值，更体现着中国
古代的文化交流。时任国立北平图
书馆 （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 副馆
长的袁同礼，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他
的兄弟前往当地进行收购，但此时
该书已被书商拆散。最终，国立北
平图书馆购得240叶，其余部分则
散落在多个国家的博物馆和收藏者
手中。

1932 年，德国学者葛玛丽将
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的240叶

《玄奘传》借走，不久后第二次世界
大战爆发，期间数次催还均无下
文，不少人觉得这部珍贵典籍已经
回归无望。直到 1946 年，事情发
生了转机。葛玛丽不仅将借走的原
件完璧归赵，更令人意外的是，她
还将原本由法国考古学家海金购得

的另外8叶也一并归还。如今，回
鹘文《玄奘传》共存残卷394叶，其
中248叶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这248叶回鹘文 《玄奘传》 的
高清影像在本次发布的数据库中被
全部公布。这既是为了让珍贵的古
籍文献资源更好地被全社会共享，
也寄托着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相关研
究人员的美好愿望——让散落在外
的回鹘文《玄奘传》其他部分与之

“合璧”。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
红彦表示：“这次发布后，我们期
待着这部书的其余部分通过其他途
径‘回归’，让这部珍贵的古籍能
够在数字世界重现全貌。”

推动古籍保护利用工作

对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
和他的学生们来说，使用“中华古籍
资源库”是日常研究工作中的常态。

“作为用户，国家图书馆通过
‘中华古籍资源库’在线发布的大量
珍贵版本资源，为学术研究的开展
带来了便利。”他说，“同时，数据
库的用户体验设计也十分贴心，不
需要登录便可以直接在线阅读、可
以放大和截屏。多种古籍对比等功
能非常人性化，不给读者设门槛。”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资源的数字
化整理与保护方兴未艾，如今仍有
大量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收藏在民
间。即使是有意识地进行保护，受限
于客观条件，往往也无法得到最好
的保存。对于不少研究者和相关从
业者来说，这次发布的少数民族古
籍资源为今后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
了有益的探索和丰富的经验积累。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
言文学学院教授才让太深耕象雄文
化研究多年，曾多次前往四川、西
藏自治区等地调研当地少数民族文
字古籍资源。“实体古籍的保存非
常容易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当年在
四川九寨沟发生的地震和泥石流，
让很多珍贵的古籍永远地消失了。
如果当时我们能够早一点对那些古
籍进行数字化，至少可以留下相应
的影像资料用以研究或复原。”才
让太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图书馆
“中华古籍资源库”本次发布的资
源中，有18部1.7万余叶来自私人
藏书家。

与公共图书馆相比，私人藏书
家受限于个人的财力和精力，“单
枪匹马”地进行古籍电子化数据采
集难度大。但同时，他们也有着更
为灵活的优势——面对一些流散到
市场上的古籍，机会往往稍纵即
逝，私人藏书家相对更自由的优势
让他们能够及时出手，“拯救”那
些珍贵的古籍。

在发布当天举办的研讨会上，
多位专家学者对民间藏书家们的无
私捐赠表达了感谢。藏书家携手公
共图书馆，双方优势互补，探索古
籍资源保护事业的新道路。

从有水印到无水印，黑白到彩
色，清晰度一般的胶片到高清数字
化影像，随着观念的转变和技术水
平的提升，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
资源库”为读者提供的服务不断进
步。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表示，
秉持着“先有得用”再逐步改善的
思路，国家图书馆将不断提升面向
社会的古籍资源服务水平，让珍贵
的古籍资源在得到良好保护的同时
为更多人所用。

本报电 （记 者黄敬惟） 日
前，“现象与趋势——当代中国诗
歌发展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
行。围绕如何赓续中国诗歌传
统，在诗歌创作中实现中西合
璧，如何看待互联网带给诗歌创
作的影响，如何塑造新时代的诗
歌美学等议题，专家、学者和诗
人们展开了探讨。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
狄马加说：“讨论当下中国诗歌处
在什么样的状态，对面临的问题要
有理性、客观、准确的看法。”他认
为，诗人、写作者要通过自己的实
践写出和这个时代有关的诗。“同
时，面对网络开放性带来诗歌创作
者和创作方式的变化，要尊重不同
的诗人群体，尊重不同创作者的写

作方式。”吉狄马加说。
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

秘书长王山表示：“当代中国诗歌
走到今天，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
的过程。”对于当代中国诗歌的发
展，他提出了“冲撞—融合—超
越”的路径，继承中国古代诗歌
的优秀传统，实现中国古典传统
和西方优秀文化的融合。“最后要
达到超越，既是对中国古代诗歌
的超越，也是对西方各种流派的
超越。”王山说。

“无论是中西、古今还是文
理，还是要贯通比较好。”中国工
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
心诗教基地名誉主任王玉明对

“融会贯通、兼容并蓄”尤为强
调，“完全固守就难有发展、进

步，但完全抛弃中国传统，就会
失去源泉和根基”。

在本次研讨会上，如何看待
互联网、社交媒体迅速发展所带
来的诗人群体、诗歌作品海量增
长，怎样进行“有效”的讨论和
批评，成为与会专家学者探讨的
热点。

同时，与会嘉宾也对中国诗
歌寄予了热忱期待。“期待有更多
诗人群体把作品留给时间和历
史。”吉狄马加说，“今天的中国
诗歌，要由当下的诗人来完成、
来见证，终有一部分诗歌会被留
下来并逐步经典化。”

当日下午，“人·自然·时代”——
大学生诗歌暨虞学泽《水质时光》
分享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多位诗

人、朗诵家与来自多所高校的大
学生共诵诗歌，分享自己读诗的
感受和体会。

在分享会现场，诗人虞学泽
“工农兵学商都经历”的人生，再
次引发了关于诗人“跨界”的讨论。

如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
已成为新的创作现场，诗人“跨
界”是普遍现象，诗歌生产力得
到极大解放。“诗人要走出自己的
书斋，不断了解外面的世界，走
到广阔生活中与他者建立联系。”
鲁迅文学院讲师杨碧薇表示，诗
人个人人生经历的丰富性对诗歌
创作很重要。她认为，囿于个人
生活空间的生活方式和创作方式
会导致与时代的疏离，要警惕

“关注他者的精力变少乃至消失”。

9 月 4 日晚，由中国文艺志愿者协
会、北京市文联等主办的“时代风尚——
中国文艺志愿者走进海淀区文艺演出”
在北京海淀民族剧院上演。几十位文艺
志愿者用精彩的节目，慰问海淀区典型
人物代表和科技企业从业者代表。演出
中，舞蹈家山翀参演的节目 《忆江南》
唯美古典，有着悠悠的江南气息，展现
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这是山翀参加的众多文艺志愿活动
之一。近 30 年来，她下乡村、进社区，
到过全国很多地方，用心用情把优秀作
品带给各地老百姓。说起参加过的文艺
志愿活动，山翀有很多感触。最让她印
象深刻的，是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
城，慰问驻守在边境线上的一对夫妻。

那是 2014 年 12 月，塔城地面已经
结冰。包括山翀在内的文艺志愿者 8 人
小分队，冒着大雪来到边境的一个“夫
妻哨所”。“哨所的条件很简陋，这对夫
妻已经默默坚守了 9 年多，让我们肃然
起敬。”山翀说。小分队成员即兴表演
了歌伴舞 《祝你平安》，表达对他们的
祝福。山翀和另一位舞蹈家李德戈景即
兴跳的双人舞，表现了夫妻相濡以沫的
场景。“我们跳到一半，夫妻俩都非常
动容，那位大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在
场的所有人都落泪了。”山翀说。

后来，他们将这段经历创排成了舞
蹈 《夫妻哨》，并在多次文艺志愿服务
中表演，将夫妻哨的故事广为传播。山
翀说：“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这样平凡
而伟大的人，都值得我们去发现、塑造
和歌颂。”

从艺几十年，山翀主演过 《英雄儿
女》《铁道游击队》《红楼梦》《原野》
等 30 多部舞剧，塑造了众多经典角色。
山翀说：“从我个人经验来看，要演活
人物，首先要了解人物。就像文艺志愿
服务一样，表演也需要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

每次创排新剧，山翀不仅要做大量
案头工作，还要深入实地，体验生活。
在创排舞剧 《吕梁英雄传》 时，她与主
创团队一起深入吕梁大山里半个多月，
在黄河边看纤夫拉纤，感受原著中的真
实场景。在创排舞剧 《刘胡兰》 时，她
来到山西文水县，与村里的老人拉家
常，了解刘胡兰的成长环境。山翀说：

“不论是创作，还是表演，只有真正深
入老百姓中，深入田间地头，才能感受
到生活气，作品才有人情味。”

作为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山翀
积极推动“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
做好传帮带，帮助青年舞蹈人才成长。

“‘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今年已是第

五年，储备了从少年到青年的舞蹈人
才，成果显著。”山翀说，“顶尖舞者”
除了业务要求高之外，还在思政方面有
考核，“舞蹈基本功是基础条件，更为
重要的是做人的品德”。在她看来，德
艺双馨，德在先。

每年多次下基层参加文艺志愿活动，
把更多精力投入青年舞蹈人才培养……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第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山翀当选中国文艺
志愿者协会第三届副主席。如今，越来
越多像山翀一样的文艺工作者，加入文
艺志愿的队伍。据统计，文艺志愿者登
记注册数量已达 13.7万人，文艺志愿服
务组织登记注册近5000个。

山翀说：“一个文艺工作者的生命
力，不仅体现在作品传得开、留得下，
还体现在服务人民，用好的作品鼓舞更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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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丰富多样的古籍是中华民
族悠久历史的见证者，其
中所蕴含的文献和历史信
息更是今人探索先民生活
的重要窗口。

近日，在中国国家图
书馆建馆 114 周年之际，

“中华古籍资源库”再次
“上新”，推出“民族文字
古籍特藏”“各地民族文字
古籍特藏”“珍秘公天下”3
个新建专题库，让 1672
部（件）珍贵文献与读者见
面，其中包括多达 19 个
文种的少数民族文字古
籍，为各领域专家学者和
历史文化爱好者提供了更
为丰富的文献资料。

当代中国诗歌发展研讨会举行

▲“时代风尚——中国文艺志愿者走进海淀区文艺演出”
中，山翀参演节目《忆江南》 主办方供图

▲10世纪回鹘文《玄奘传》写本 本文配图均来自“中华古籍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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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胡阳） 日前，第十一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演艺京城主题活动“时光音
乐会”在鼓楼举行，活动结合主题推介、文创市集、国风游园等形式，呈现了一场持
续全天的文化盛宴。

图为北方昆曲剧院演员正在演出《牡丹亭·游园》选段。 主办方供图

时光音乐会在北京鼓楼上演时光音乐会在北京鼓楼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