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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简介

海春生，民族古籍收藏家，民族文化学

者。现任辽宁省政协委员、阜新市人大代

表、阜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

育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阜新市政协文史馆

馆长、蒙古贞文化博物馆馆长等。学术兼

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十余所科研单位和

高校的客座教授、特邀研究员、学术顾问及

硕士研究生导师。

如何挖掘好、使用好民族古籍资源？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数千年来，各民族在交融发展中

留下了丰富且宝贵的文化资源。民

族古籍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悠久历史的见证和记录，是中华民族

团结进步的文化养分，也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瑰宝。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古籍文献承载了哪些价值？其

蕴含了怎样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如何从民族古籍文献中解读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其与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何关联？对此，全

国少数民族古籍专家库专家、阜新市

政协文史馆馆长海春生近日接受中

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民族古籍文
献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
化瑰宝？

海春生：古籍文献作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不可再生的
重要文化资源，它关系着中华文脉的
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
化的集大成，民族古籍文献是中华各
民族文化智慧的结晶，对于中华民族
和中华文明而言，其蕴含着深厚的文
化基因，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如《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
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是各民
族共同创造的。民族古籍精彩纷呈、
博大精深。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与汉
文古籍文献交相辉映、互鉴融通，造
就了中华文化历久弥新，文化自信的
根基。

民族古籍里有波澜壮阔的中华
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也有积淀深厚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民族
古籍文献记录了各民族巩固边疆、捍
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统一、民
族团结，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历史；记载了各民族拥护历代中央政
权对边疆的治理与互动的历史；见证
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
发展。另一方面，古籍也承载了中华
文明的精粹，其中蕴含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传统美德、人文
精神等，是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传承
文明，以及树立正确的民族观，构筑

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挖
掘好、使用好民族古籍文献资源，有
助于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和中华
文化的认同，广泛凝聚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共识。

中新社记者：如何解读民族古籍
文献体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
性？

海春生：民族古籍文献种类繁
多、卷帙浩瀚，历史悠久，内容丰富。
从文种上来讲，有藏文、回鹘文、察合
台文、八思巴文、蒙古文、西夏文、满
文、纳西东巴文、彝文、古壮文、傣文、
水文等民族古文字书写的古籍。从
内容上来说，涉及政治经济、人文历
史、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天文历算、
科学技术等多个领域。从古籍装帧
形式上而言，有梵夹装、线装书、经折
装等。版本上有手抄本、木刻版、铜
版书等。就载体而言，有金石碑刻、
纸质文献、简牍文献、壁画题记等众
多类型。特别是《五体清文鉴》(满、蒙
古、汉、藏、察合台文)、《西域同文志》
（满、蒙古、汉、藏、察合台、托忒蒙古
文）等多文种合璧的古籍文献，不仅
体现了中华文明中典籍文献之美，更
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中新社记者：怎样理解民族古籍
文献蕴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
值内涵？

海春生：从民族古籍中我们能够
了解到，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精神
相通的共同体。民族古籍文献能够
启迪未来，解释当下，它体现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理念和中华民族的共有
精神浸润着各族民众心田，有利于各
民族进一步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
自信，筑牢文化根基。

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历久弥新，
主要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
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这在民族古籍文献中得以全面展
现。从纵向角度看，中华民族历代更
迭的基因中体现着对中华文化内核
的认同和统一精神信仰的追求，为中
华文明延续至今奠定了根基。而中
华文明在交流、互鉴和继承中不断吸

收和转化、创新，又在创新中发展，在
发展中不断丰富。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而民族古籍文献作为中
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所记载的先
贤哲人的思想回答了我们所面临的
很多问题。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
容性，使我们有了丰富多彩的民族
古籍和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并共
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在
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本着科学的态度，认真做
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研究
工作，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规
律的认识，努力做好“第二个结合”，
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新社记者：当下，民族古籍文
献在保护和传承中面临哪些问题或
困难？作为民族古籍文献的守护和
传承者，如何看待民族古籍文献数字
化的重要意义？

海春生：民族古籍文献在保护和
传承中的确存在一些困难。比如，相
对于绵延2000余年的汉文古籍整理
而言，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起步较晚，
由国家主导全面系统开展的工作不
过40余年；民族古籍研究利用涉及
文种较多，特别是一些“死文字”，识
读难度极大，这对专业人才素质的要
求很高，而这方面的人才也相对短
缺。国家对这些现实问题十分关注，
这些年投入很大，也制定了不少切实
可行的政策举措，使得这项事业迎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期。

在信息化、数字化、大数据背景
下，民族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已成为新
的发展趋势，它改变了传统纸质版的
阅读和传播方式，将海量文献通过数
字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通过网络及
电脑、移动端等各类电子产品使束之
高阁的典籍文献触手可及，推动了古
籍阅读和使用的大众化，是民族古籍
文献“活起来”的重要手段。另外，民
族古籍文献数字化是延续民族文化
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要
条件。 （孟令卓）

◀图为汉文、梵文、
西夏文、克什米尔文、藏
文、八思巴文等多文种
对照本。

如何挖掘好、使用好民族古
籍资源？对此，全国少数民族古
籍专家库专家、阜新市政协文史
馆馆长海春生近日接受中新社

“东西问”独家专访表示，民族古
籍文献在保护和传承中的确存在
一些困难。在信息化、数字化、大
数据背景下，民族古籍文献的数
字化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它推
动了古籍阅读和使用的大众化，
是民族古籍文献“活起来”的重要
手段。

▲图为藏文古籍文献中的孔子画像。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