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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展文化传播用文物古籍讲好阜新故事

学术成果丰富斐然古籍研究声名远播

捐赠助力蒙医药文化博物馆成立阜新市政协文史馆

爱上收藏踏上民族文化的寻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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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文 化 瑰 宝 的 守 护 者
——记省政协委员，收藏家、鉴赏家，民族文化学者海春生

近年来，海春生学术研究成果硕果累累，曾出版
《兴唐五传研究》《蒙古文米拉日巴传研究》等专著，在
《中国藏学》《西藏研究》《中国民族医药杂志》《满族研
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整理蒙医药古
籍文献，出版《中国蒙医药古籍影印珍本》七卷本，承
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四川藏学研究所等科研单位
委托课题多项，为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基于八思巴字文献资料的蒙、汉、藏语接触研究第三
子课题：八思巴字藏语文献资料研究”研究团队主要
成员。“民族古籍收藏、保护只是第一步，如何把它们
转化为研究成果才是我所思考的问题，包括古籍的
数字化信息平台建设、善本的开发与利用等。”在民
族古籍界谈起“海春生”几乎无人不知，他为保护民
族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被
誉为“民族文化瑰宝的守护者”。

海春生，蒙古族，无党派人士，1980年出生于阜新市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镇车新村，是著名的民族文物文

献收藏家、民族文化学者。现任辽宁省政协委员，阜新市

人大代表，阜新市政协文史馆馆长，阜蒙县蒙古贞文化博

物馆馆长，辽宁省蒙医医院（阜蒙县）蒙医药文化博物馆

馆长。

主要学术兼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央

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

院学术顾问；西藏大学特邀研究员；西藏藏医药大学客座

教授；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硕士研究生特聘导师、研究

员；青海师范大学班禅研究院特邀研究员；青海省师范大

学（北师大）高原科学研究院藏文古籍研究团队成员；内

蒙古民族大学客座研究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学文

献研究中心副主任；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

邀研究员；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历史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

员；《满族研究》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蒙医药文化博

物馆名誉馆长；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民族医药委员会特

聘专家；阜新市地域文化研究会会长；阜新市民族古籍文

化研究会会长。

多年来，海春生致力于蒙藏民族文物和民族文献的

抢救、保护、整理与研究工作，利用十余年时间，抢救性地

收藏和保护了蒙、藏、满等诸多少数民族文献和文物，所

藏文献多为珍本、善本和孤本，是世界上收藏蒙古文、藏

文、满文文献最多的个人，被誉为“中国民族古籍收藏第

一人”。

海春生作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为我国民族文献

的抢救、保护与利用做出了贡献，为促进民族文化交流、

增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尤其在我省蒙医药文化的传承保护与研究方

面和积极宣传阜新地域文化方面做出了贡献，无偿捐赠

文物和文献，体现了个人的高尚情操。其事迹曾被新闻

媒体多次报道，2018年10月成为中国“三大画报”之一

《民族画报》的封面人物。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七十周年期间荣获国务院授予的“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2021年3月被阜新市委宣传部

和阜新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评选为“阜新市优秀社科专

家”；2021年4月被辽宁省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去年“七一”，海春生受邀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百周年系列活动，在天安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备受鼓舞。他表示，今后一定要努力当好民族

文化瑰宝的守护者、民族大团结的坚定使者。

辽宁省蒙医医院蒙医药文化博物馆内景。

海春生自幼喜爱读书，尤其是历史、文学、民
族方面的书籍。这使他对民族历史文化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2000年夏天，在阜蒙县建设镇的一个小屯
子，海春生用120元钱从一位老人家手里收了一
个清中期庙里喇嘛念经用的法铃。这成了他的
第一件藏品，他也自此踏上了收藏之路。

为了收集藏品，他走遍了阜蒙县的每一个村
落，又跋涉万里遍访全国各地及蒙古、俄罗斯等
国家。他的藏品中有数千件蒙古族传统民俗文
物，其中有一套蒙古贞地区的传统蒙古象棋十分
珍贵。截至目前，海春生收藏的蒙古族民俗宗
教、蒙医蒙药等方面文物共计6000余件。

在收藏与整理的过程中，海春生逐渐发现，
民族文献往往比器物更加珍贵，文化研究的意义
重大，于是开始侧重民族文献古籍的抢救、保护、
收藏、整理工作。

2015年春天，他得知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
黄花塔拉苏木有一个人在卖蒙古文古籍，他如获
至宝般地将其全部买回。而其中一本“小册子”，
竟然是尹湛纳希的作品《一层楼》！尹湛纳希是
清代著名的蒙古族文豪，有“蒙古族的曹雪芹”之
称，开创了蒙古族长篇小说的先河。他的作品是
蒙古族文学宝库，也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璀璨夺目
的瑰宝，而2015年又恰逢尹湛纳希所著《一层
楼》成书150年。尹湛纳希纪念馆、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们都对这一重大发现
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极高评价，从书中的蒙文用字
习惯等方面判断：这是迄今所发现尹湛纳希《一
层楼》最早的“抄本”，也不排除是尹湛纳希“手
稿”的可能。这本古籍的发现，成为了蒙古族文
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后来，海春生又陆续收
藏到了尹湛纳希的《泣红亭》《青史演义》等著作。

为充分展示蒙医药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2015年，海春生将自己收藏的1300余件蒙医药
古籍文献及医疗器械、医学唐卡、医药标本等文
物捐赠给辽宁省蒙医医院。同年11月，辽宁省
蒙医医院成立蒙医药文化博物馆并聘海春生为
馆长。蒙医药文化博物馆的成立起到了保护与
传承的双重作用，是对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为“蒙
医药发祥地”的诠释，引来了国内外众多业界专
家、学者的高度关注。

2016年7月，为有效保护海春生所收藏的
民族古籍使其不外流，经阜新市委、市政府同意，
阜新市政协成立了集民族古籍征集、收藏、展示、
研究、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史馆。文史
馆采取民藏公助的方式，馆藏的10000余部珍贵
民族古籍文献均来自海春生的收藏。其中，蒙古
文古籍 3000 余册（函），藏文古籍 5000 余册
（函），另有满文古籍2000余册（函），以及锡伯
文、彝文、巴利文、汉文等其他古籍，涉及文学、历
史、诗歌、宗教、蒙藏医药、天文历算、哲学等方
面。这批古籍文献吸引了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
前来研究，使阜新市政协文史馆一跃成为国内收
藏民族古籍最多的藏馆之一。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民族文
献往往比器物更加珍贵，文化研究的意义重大。多
年来，海春生以抢救、保护民族文化为己任，多次将
自己收集来的文物、文献无偿捐赠给有需要的地
方。海春生先后向多所大学、博物馆、图书馆、档案
馆捐赠文物、文献累计达3000余件套，其文化价值
和经济价值不可估量。他用这种方式传递古籍研究
的“接力棒”。“古籍工作是民族文化研究工作的重要
内容，是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战略性工程，具有很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古籍的收集、整
理、保护任务艰巨。作为民族古籍保护者，我希望加
强与各大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能够让更多的专家
学者投入古籍研究工作中，让古籍‘活起来’。”海春
生说。

海春生先后在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民
族文化宫、中央民族大学第二届蒙古文文献国际学
术研讨会、世界中联藏医药国际学术会议、内蒙古
民族大学60周年校庆等大中型会议上，多次举办文
献和文物展览，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赞誉和
关注。他先后组织国内外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
家学者在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青海民族
大学及阜新市举办数届“大漠遗风”系列海春生所
藏民族古籍学术研讨会。2019年，他协调中国藏学
研究中心和阜新市政协联合在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举办“第二届全国藏文古籍整理与研究高层论坛”，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被阜新地区独有的地域
文化所吸引，无数国内外学者到阜新参观学习。在
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展览期间，民族文化宫附近长
安街两侧竖起了两块阜新的宣传展示牌，整整四十
天，又在民族文化宫内以展示的方式宣传推介了海
春生等十位阜新地域文化名家，为有效宣传阜新的
地域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省政协委员，收藏家、鉴赏家，民族文化学者海春生。

海春生向西藏大学图书馆捐赠数十部藏文古籍文献。 (本版内容转载《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