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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落幕的第三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成功
举办，凸显了云南在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以及其他
亚洲国家和地区加强交流合作中的平台作用，也有
力提升了国家的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在开幕式致辞
中，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说：“天竺高僧竺法兰等负笈
东来，翻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成为中国最早的佛教译
著。中国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促进了佛教在中
国的传播，据此演绎的神话小说 《西游记》 至今深
受欢迎。南亚的歌舞、天文、历算等传入中国，中
国造纸、瓷器、茶叶、音乐等传入南亚，成为本地
区包容互鉴的历史佐证。”

在国家完善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下，传承和弘
扬丝绸之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而近日国家启动
的 《古象雄大藏经》 汉译与研究工程，就是这种传
承和弘扬之中的重要一步。堪称“古代文明交往的
十字驿站”的象雄王朝，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
特有的古象雄文化融合了中原、西亚和南亚三大文
明精华，成为西藏文化和云南纳西文化的共同根
基。象雄不仅是一个强大的时期，一种久远的文
化，也是一种影响至今、难以磨灭的精神气质。

举国之力

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世界舞台上曾不只一次以文
明发展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讲。 习近平总书记曾着重
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
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都活起来。2014年中法建交 50周年时，他还
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有关人类文明交流
互鉴的演讲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
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
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
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2014年6月，李克强总理
访问英国期间，《甘肃青海四川民间古藏文苯教文
献》 作为国礼赠予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作为我
国整理保护民族文化的标志性成果，由国家领导人
赠予国外。该文献即出自《古象雄大藏经》，是迄今
为止最原始、最完整的民间苯教文献。

2014年11月14日，中宣部正式立项《古象雄大
藏经》 汉译与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5
年 6 月 9 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古象雄大藏
经》 汉译与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启动。该项
目由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西藏昌都孜珠寺联合
完成，预计历时 10年之久。这是继玄奘译经之后中
华民族举国之力的又一次译经工程，是“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的薪火
相传。作为古象雄文明的重要载体，《古象雄大藏
经》 汉译工程的启动不仅将解密雪域高原的古象雄
文明，还将还原古象雄时期中华文明的深广影响和
象雄文化的开放包容。

任重道远

早在 2000 多年之前，中国就探索出多条连接亚
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架起了中国
与各国经贸、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古象雄王朝堪称

“古代文明交往的十字驿站”，范围包括现在的四
川、甘肃、青海、云南，覆盖整个西藏地区，其文
化又渗透到印度北部、克什米尔以及拉达克一带，
后者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的地区。特殊的
地理位置，造就了象雄成为古丝绸之路驿站的先发
优势。

如今，象雄王朝的辉煌已经逝去，只能从发现
的各种遗迹和经书中去猜想和寻觅那个繁盛一时的
文明。然而，作为“活的遗迹”和最大传承地的孜
珠寺及传承象雄文化的丁真祖普俄色活佛，自上世
纪八十年代开始四处收集、保护并集结完善资料，
促使 《古象雄大藏经》 汉译与研究在当代能正式启
动，走向世界。

到目前为止，象雄文化专家共同确定最具代表
性的经典中，其中3部经典已经完成翻译工作，6部
即将完成汉译初稿。《古象雄大藏经》汉译工程规模
浩大，虽然从载体数量上看只有近200部，但一如各
种古文献所共同具有的“超浓缩”性，使得研读其
每一部经典所需要的精力百倍于一般的现代文献。
在译经的过程中，不同于其他翻译工作，《古象雄大
藏经》 当中的词汇、观念自成体系，仅靠以往其他
领域的翻译经验是无法从容驾驭这项工作的。这就
要求该项目不仅仅要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更要积
极培养人才，并将培养人才作为重中之重，才能满
足项目的整体需求，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亟待支持

众所周知，古象雄的鼎盛时期在公元 7 世纪以
前。从公元 7 世纪至今的 1000 多年岁月中，古象雄
文献在人为和自然的各种力量长期碾压下，存在着

各种各样的损瑕，如手抄本的字迹缺损、抄写错
误、一经多版等各种现象。近 50年来，不断有各方
面的高僧、学者对存世的 《古象雄大藏经》 版本做
过不同程度的勘误、整理，已经使文献的准确性极
大提高。但不应讳言，当前人们所能看到的各种

《大象雄藏经》版本依然需要进行细致科学的还真和
对勘。

汉译与研究工程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科学态度，
开创了“对勘表”式的对勘方法，能够为后人和世
界奉献一部最为客观、完整、精确的 《古象雄大藏
经》 原文。这种方法能够输出迄今为止质量最高的
原文，作为代价，其工作量也特别大，每个环节的
要求都堪称史上最严格。对勘表的制作至今还在进
行中。积极探讨如何利用现代化手段，通过流程优
化，在确保最高质量的前提下，有效提高译经效率
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象雄文化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包含哲学、医
学、文学、艺术、历史、天文历法、地理等多学科
知识，翻译和研究者不仅要具备语言能力，还需要
全面的学识修养。经典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是一项既
庞大又精微的工作，需要参与者具备严谨的态度和
持久的耐心。项目必须拥有大批具有极高藏汉文能
力、并对象雄的历史文化有专业认识的翻译专才。

国家首次启动 《古象雄大藏经》 的汉译与研究
工程，是守护千载文明之举。目前，国际上不少国
家正在对 《古象雄大藏经》 进行翻译，而中国尚缺
少基础研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白庚胜表
示：“古象雄文明的所有权在我们这里，但其话语权
和解释权却长期落在外国人手里，《古象雄大藏经》
汉译工程将揭示古中国与古印度、古波斯，甚至与
古希腊之间文明及文化互相影响、融合的历史”。翻
译经典只是第一步，还有更多的保护与传播工作期
待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为此工程齐心协力、共同参
与，真正实现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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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项目首席专家

李景源

《古象雄大藏经》 的
汉译与研究就是在新时代
的条件下发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目前国际上对

《古象雄大藏经》的翻译以及古象雄文明的研
究已经走在了我国的前面。在新的历史机遇
时期，文化发展成为国家发展重中之重的大
背景下，《古象雄大藏经》的汉译与研究工作
意义深远，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支持。

项目主译师、西藏昌
都孜珠寺住持

丁真祖普俄色仁波切

希望一切派别间的、
一切旧的观念都在刹那间
消除。希望纯净的真理永
存在这个世界，愿众生都

能当下融化自己坚固的执着和烦恼，从对别人
的关爱与宽容中看到无我，从无我当中感受到
喜悦与安详。在喜悦和安详的背后，真正感受
到古象雄文化几千年来一直提倡的智慧：开启
自己心中无尽的宝藏——觉悟和净化。

项目专职秘书长
益西
翻译经典就是传承

文明，唐玄奘西行 17
载取经回国，在生命的
最后 20 年，所做的主
要工作就是译经。东晋
的鸠摩罗什也是将后半

生投入到翻译经典中，当时是奉了皇命，集
合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参与其中，从口录到记
录再到直译与音译，润笔润色，是个系统工
程，这样才产生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 1000多
卷译本共计1000多万字。此次，《古象雄大藏
经》 汉译与研究的启动，难度不小于当年，
由于历史跨度长，文化背景不同，不同语系

的相互转换等原因，要负责任地开展这
项工作，人才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尤为重
要，邀请各领域的有识之士给予支

持、共同参与！

本报电 近日，中宣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古象雄大藏经》 汉译与研究开题报告会在京召开。
该项目由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西藏昌都孜珠寺联
合完成，预计历时10年之久。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等相关专家学者
在中国社科院聚集一堂，对《古象雄大藏经》汉译与
研究课题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展开热烈讨论。项目
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景源研究员做了开
题报告，他详细阐述了“《古象雄大藏经》汉译与研
究”的重要价值，首次汉译与研究对于揭示古老的西
藏文明所承载的深远意义。

据与会专家介绍，象雄文明是横跨中亚地区及青
藏高原的古代文明，在吐蕃王朝开始 （公元 7 世纪）
之前，青藏高原的本土文化主要由象雄文化构成。象
雄古国在历史上曾被称为“羌同”、“羊同”。据 《世
界地理概说》记载，象雄西至大小勃律，即今天的克

什米尔，南至古印度和古尼泊尔，是东亚和南亚等地
区民族迁徙的必经之地。象雄王朝统治着广阔地域，
发明了象雄文字，创造了灿烂的象雄文化。

古象雄文明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曾辉煌一时，展现了古老的
东方智慧。随着历史的变迁，古象雄文明一度湮没，
该项目通过对其经典文献，被誉为古象雄文明“活化

石”的《古象雄大藏经》的汉译和研究，铸造一把打
开古象雄文明精神宝库的金钥匙，以重新展现古象雄
文明的绚丽光辉，进而挖掘这一古老东方智慧对于当
今全球化时代的精神价值和思想启迪。

作为象雄文明的重要载体，《古象雄大藏经》 植
根并产生于青藏高原，全面记载了象雄文化的古老历
史、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天文地理、艺术科学等成

就，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和行为规
范，是全景式反映象雄文化的百科全书，是象雄以及
西藏文化研究无法绕过的文化高地。

中宣部国家社科基金于2014年11月正式将《古象
雄大藏经》汉译与研究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项目主译师西藏昌都孜珠寺住持丁真祖普俄色活
佛系统介绍了象雄文化和《古象雄大藏经》的相关情
况。他说，象雄文化的国内传承地主要在西藏的那
曲、昌都、四川的安多等地，这些地区绝大部分民众
都信仰象雄文化的精华——雍仲苯教。作为项目实施
方之一，西藏昌都孜珠山的孜珠寺有 3000 多年的历
史，拥有一批具有研究价值的文物、古籍和古迹，是
极其珍贵的象雄文明标本地。

项目专职秘书长益西女士就项目所面临的难点做
了报告，并呼吁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共襄盛举、共同努
力完成此次千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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