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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典籍千秋——贵州省图书

馆藏《贵州文库》底本展”和“同向中

华——贵州民族古籍工作 40 年成就

展”，分别在省图书馆（北馆）、贵州民

族 文 化 宫（贵 州 省 民 族 博 物 馆）展

出。两场展览位于贵阳城一北一南，

各自偏重我省汉文典籍、民族古籍的

展示，共同呈现了多彩贵州的历史文

化面貌，奉献了“让古籍活起来”的精

神文化盛宴。

盛世修文。于 2016 年 3 月启动的

大型古籍文献集成《贵州文库》，是贵

州建省六百多年以来最大的一项出版

工程和重大公共文化项目。《贵州文

库》着眼汉文文献、少数民族文献以

及汉译外国贵州研究文献，兼顾文献

价值与版本价值，截至今年年底“十

四五”收官，共计将推出图书 308 种

838 册。截至目前，贵州省图书馆在

《贵州文库》的整理、出版中，提供了

91 部古籍和民国文献作为出版使用

的底本，涵盖“经史子集”四类，既有

贵州籍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亦有非

贵州籍人士在贵州工作生活期间的代

表作，为讲好贵州故事、实施“四大文

化工程”，推动“贵州”成为“贵州史”

“贵州学”提供了权威版本。

同向中华。贵州有 17 个世居少

数民族，在长期的书写历史、记录生

活、阐述智慧、传承精神中，留下了丰

厚的民族古籍文化资源。1985 年成立

的“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

划小组”（下设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

办公室），标志着我省民族古籍抢救

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等工作步

入系统化、制度化阶段。经过黔地民

族古籍工作者 40 年的不懈努力，贵州

现有少数民族古籍馆藏单位 38 家，古

籍书籍 2.5 万册左右、文书类 6 万余

份，散藏于民间的珍贵古籍也得到了

良好的保护。“同向中华——贵州民族

古籍工作 40 年成就展”通过民族古籍

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

事，共同奏响“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

共筑中国梦”的时代主旋律。

古籍整理，普查为先
贵州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是

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历史

上在以土地为贵的农耕文明、以流通

为尊的工业文明的两大文明周期中长

期落后。“山国”贵州渐渐沦为“三野

之地”：“一‘野’乃‘朝野’之‘野’，黔

中远离国家政治中心；二‘野’乃‘文

野’之‘野’，黔中远离华夏文化中心；

三‘野’乃‘荒野’之‘野’，黔中远离帝

国经济中心。”历史文献上的“贵州”

由此大幅留白且面目模糊。有学者统

计，在 1413 年成为明王朝的第十三个

行省之前，贵州可稽的文献，除国史

中“西南夷列传”“蛮夷传”“南蛮传”

外，仅东晋《华阳国志·南中志》中稍

多，千余年累计不过寥寥万言。清代

学者、“西南巨儒”莫友芝直言黔地史

料“荒略将近千年”。

及至明代贵州建省，文献渐丰，著

名学者张新民在《贵州地方志举要》

一书中写道：“因明朝纂修全国大一

统志，贵州迫于功令，自得依令行事，

敦促各府县，‘采辑山川风物，列款奏

报’，以备纂修省志。故终明一代，修

志之风寖盛；同时，汉族大量移入，一

些著名人物如王阳明、邹元标贬谪贵

州，贬谪和宦游贵州的文人，或题咏

山水，或发为专文，撰成专著；此外，

亦有本地人潜心研学，发奋搜讨乡邦

文献、著书立说，辛苦历年，独立任之

而终有成者。”黔地汉文献古籍以及

学术文化发展，到清代达到高峰。已

故贵州文史专家黄万机先生生前撰

文，“据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收

录，从汉代至清代两千多年间，贵州

历史文献共有 1966 部，其中五分之四

出现在清代。”

黔地古旧文献珍稀，古籍整理，普

查为先。据原贵州省图书馆历史文献

部主任、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陈琳

研究员回顾，贵州先后有过六次摸家

底：“民国《贵州通志·艺文

志》，是新中国成立前贵州先

贤对贵州本土文献的第一次

大摸底。20 世纪 70 年代末，全国各古

籍收藏单位纷纷清查家底、编制目

录，贵州省也不例外。这是第二次地

方古籍文献家底摸查。1984 年，贵州

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成立之前，有

关负责人找到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古

籍室，希望提供一份馆藏的贵州古籍

目录。古籍室制作了一份《贵州馆藏

古籍目录》，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以

特刊形式全文登载，为研究者提供了

910 条省图书馆的收藏信息，这是第

三次地方古籍文献家底摸查。在此基

础上，1996 年，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

印发了由贵州省图书馆周鼎先生主编

的《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这部书

的收录范围为贵州人士的著述、宦黔

职官撰写有关贵州的著作、外省人士

撰写的有关贵州的著作以及贵州地方

出版物。该书按经、史、子、集、丛五

部进行分类，共收录图书 1154 部，其

中稿本 66 种、抄本 153 种，共计 36 万

字。囊括了贵州省图书馆、省博物

馆、贵州大学图书馆、贵州民院图书

馆、贵州师大图书馆、遵义市图书馆

六馆收藏的全部贵州地方古籍文献。

这是第四次地方古籍文献家底摸查。

1990 年，省内八家图书馆、博物馆联

合启动《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的编

撰工作。当时全国古籍公藏单位大约

只有内蒙古、东北三省（联合）在编纂

古籍目录，黔地《联合目录》走在全国

古籍普查、目验原书编目、编撰省际

古籍联合目录的前列。编撰工作经历

了世纪更替，直至 2005 年年底杀青。

这是第五次地方古籍文献家底摸查。

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进一

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摸查

家底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在全国展

开。普查要求查对原书，逐一著录古

籍普查登记代码（一书一号，相当于

古籍的身份证号）、馆藏索书号、题名

卷数、著者、版本年代、册数、存卷等

七种内容。这是第六次地方古籍文献

家底摸查。”

黔地汉文献大规模的整理经历了

三个高潮期。据文史专家、《贵州文

库》副总纂王尧礼先生介绍，贵州省

域文献的整理，始于清代瓮安傅氏之

辑《黔风》三录（即《黔风旧闻录》《黔

风鸣盛录》《黔风演》的合称）,铜仁徐

氏之编《全黔诗萃》，独山莫氏兄弟、

遵义黎氏叔侄、贵阳陈松山之纂《黔

诗纪略》前后编，区域性的文献整理

有遵义郑氏之辑《播雅》，均仅限于

诗；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始于民国。

彼时为续修《贵州通志》而设立贵州

文献征辑馆，在续修通志的同时编印

《黔南丛书》，刊印《贵州文献季刊》，

以征集、保存乡邦文献；先贤的未竟

之业，由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及其主管

的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接续，一馆一

会共同构成了黔地历史文献古籍工作

的主力军。

直到《贵州文库》启动，贵州省历

年来在文史、文献、方志、版本目录等

领域积累的学术成果和专家学者汇聚

项目中，贵州本土的历史文献有了一

个总的“汇入端”和“输出端”。

贵州民族古籍系统的摸家底，起

初是乘国家重大编辑出版工程的东

风。1998 年，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

公室入列国家民委《中国少数民族古

籍总目提要》编辑出版团队，负责苗

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和仡佬族 5 个

卷 本 的 整 理 、编 辑 ，这 5 个 卷 本 于

2020 年全部出版。2008 年至 2010 年，

我省第一次开展少数民族古籍普查

工作。2013 年年底，承担贵州民族古

籍收藏和保护的职能部门“贵州省民

族古籍收藏保护中心”在贵州民族文

化宫挂牌成立，该机构结合贵州省民

族古籍的数量、种类和分布特点，制

定出民族古籍的收藏和保护计划，并

在全省范围内发起民族古籍的普查、

搜集、整理、考释和保护工作。2016

年至 2018 年，全省第二次民族古籍普

查工作全面铺开，贵州省民族古籍整

理办公室统计数据显示，“十三五”期

间，我省共普查少数民族古籍条目 4

万余条，立项 114 个少数民族古籍抢

救保护项目。在少数民族古籍普查的

基础上，开展了《贵州少数民族古籍

总目提要》编纂工作，为普查条目建

档立库。

典籍千秋，经史子集
在“典籍千秋——贵州省图书馆

藏《贵州文库》底本展”现场，整个展

陈弥漫着黔地的韵味和风情：经部

单元，从《周易》中探寻中国哲学和

文化的源头，在跨越时空对话中感

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史部单元，

清代方志的兴盛和普及，折射出贵

州社会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那是

一种历史的脉动，也是一种文化的

传承；子部单元，民族图志中的生活

方式、民族习俗和民族信仰，更是展

现了贵州多民族的独特魅力，而清

末民初的日记手稿，则揭示了那一

时 代 的 社 会 风 貌 和 人 们 的 生 活 状

态，这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写照；集部

单元，诗文戏曲中的文士风雅和女

性诗人的独特才情，展现了贵州文

人的才华和情感。

展览以“经史子集”四类分别呈

现。经部收录儒家经典著作。有清代

文天骏《周易或问》、丁泽安《自得斋

易学》等研究《易经》的易类著作。文

天骏，贵州清镇人。《周易或问》六卷，

为文天骏于 1868 年至 1876 年停留京

师期间阅读《御攥周易折中》及十七

种周易注释本所作的读书笔记，主要

阐述了孔子“五十以学易，可无大过”

之旨对其的启发，遇及疑难则求问以

通晓其意，并设为问答记载，故名《周

易 或 问》。 丁 泽 安（1837 年 —1924

年），贵州清镇人。《自得斋易学》十一

卷，包括《易学节解》五卷、《易学三

编》三卷、《易学附图》二卷以及《易学

汇说》一卷。丁泽安归乡后主讲于贵

山书院、学古书院，潜心研究经学，尤

擅易经。现场展陈的赵怡《文字述

闻》是一部字书，民国《续遵义府志》

载：“此书多闻于郑征君（郑珍）所说

而述之者。”赵怡（1852 年—1914 年），

贵州遵义人，系“西南巨儒”郑珍外

孙。郑珍承继乾嘉学风，研治经学、

小学，通声音文字之原。

古代的史部和如今的历史书籍

不尽相同，除史书外，还包括叙述典

章制度和地理方面的书籍。本次展

出的史部书籍中，最具特色的是地理

类 的 地 方 志 ，有 清 代 乾 隆《贵 州 通

志》、道光《大定府志》、光绪《黎平府

志》、民国《贵州通志》等。地方志是

中国古代政治史、经济史、教育史、风

俗史等的资源宝库。这些历代递修

记载贵州省历史、文化、民族、政治、

经济的地方志，建立起了中国古代空

间上的“地理贵州”，也描绘出了民族

精神上的“人文贵州”；此外，诏令奏

议类有清代杨雍建的《抚黔奏疏》，汇

编作者在康熙年间任贵州巡抚时所

上奏疏；杂史类清代罗文彬、王秉恩

所编《平黔纪略》，记载了咸同年间贵

州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历史。诏令奏

议类及杂史类的时文公文，是黔政、

黔史的重要一手文献，记载了清代黔

地的社会状况、吏治、民生等，展现了

清代黔地之治，是后人研究黔地历

史、吸取治理之道的重要资源；传记

类有凌惕安等人的日记，真实记录了

作者生活时代的历史细节……这些

史部书籍对于研究贵州历史，具有重

要史料价值。

本次 展 出 的 子 部 书 籍 ，儒 家 类

有清代但明伦的随笔式家训《诒谋

随笔》；释家类有清末民初贵阳名僧

了尘的说法偈语、诗文集《贵阳高峯

了尘和尚事迹》，曾在贵州西望山说

法的高僧语嵩留下的《语嵩语录》；

小说家类有清代贵州名士但明伦点

评《聊斋志异新评》，范兴荣所撰《啖

影集》。

集部收录汇编历代作家各种题

材作品的书籍。内容以文学作品为

主，汇集一人之作称“别集”，汇集多

人作品为“总集”。《四库全书》中，集

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词曲和诗文

评五类，本次展出的集部书籍中，《黔

诗纪略》是明代黔人的诗歌精粹，全

面反映了明代贵州的诗歌风貌和成

就。《澡雪堂诗文集》作者杨树是莫友

芝门人，晚清安顺著名诗人。《洵美堂

诗 集》为 贵 州 贵 阳 人 杨 文 骢 所 撰 。

《鸳鸯镜传奇》是贵州作家撰写的第

一部戏曲。清代刘韫良竹枝词《牂

牁苗族杂咏》描绘了贵州多彩的少

数民族文化。

通过近距离接触这些传统古籍文

献底本，观众可与贵州本地传统文化

建立起更直观、更亲切的联系，进一

步增进作为贵州人的文化自信。

同向中华，和合同心
贵州有 17 个世居少数民族，各族

群众使用古文字书写历史、记录生

活、阐述智慧、传承精神，由此产生了

卷帙浩繁的民族文字古籍。

民族古籍的外延，不完全等同于

汉文古籍。民族古籍的外延更大，它

不仅是用文字记录的书籍资料，还包

括用口头语言记录下来的文化载体。

“同向中华——贵州民族古籍工作 40

年成就展”，即从典籍类、铭刻类、文书

类、口传类四个类别，分别予以展陈。

典籍类民族古籍，即用少数民族

文字、少数民族古文字或汉文记载的

古代文献典籍。我省的典籍类民族古

籍主要有四种：一是彝文典籍。用古

彝文书写的文献典籍，其内容广泛，

大多为手抄本，有少量木刻本，大致

可分为毕摩文献、摩史文献和其他文

献三大类。古彝文是表意文字，是一

种古老的、自成一体的自源文字，根

据目前已发掘的考古史料，其历史至

少可以追溯至汉代。彝文典籍记载了

西南地区彝族人民的发祥、发展、迁

徙、分布以及与各兄弟民族和睦相

处的历史，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政

治、经济、军事、医学、算术、生物等，

反映了古代彝族对宇宙和万物起源的

认知，以及共同巩固西南边疆稳定、

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历史。同时，档

案中还包含彝族数千年发展历程中形

成的远古文化、民族政权方国文化

（如古滇国文化、古夜郎文化、古蜀国

文化、古罗殿国文化）、土司文化（如

水西文化、乌撒文化、普安文化）等丰

富内容。彝文典籍以数千年活化石文

字为载体，记录方国历史、反映彝族

特色，见证民族交融、家国同心。二

是水书典籍。水书典籍是水族先民用

水书记录下来的，水书约有 2000 个象

形文字及图画符号，字形类似甲骨文

和金文，属于语言助记文字，主要用

竹签蘸锅烟墨书写于土皮纸上，重要

条目以矿物或植物染料描色标记。其

内容涉及水族天文历法、敬祖择吉、

农事生产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

中，天文历法是水书文献的核心内

容。通过水书历法，推算节令的脉

动、祭祀的日期、种植的农时、婚嫁的

良辰、营造的吉日……内容涉及水族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形成了与之

相关的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三是布

依族方块字典籍。布依族方块字典籍

是布依族先民使用布依族方块字记录

的典籍文献，大致可分为经书和傩

书。布依族方块字以汉字为架构，融

入布依族语言的语意、思维概念组合

而成，其读音、含义均与汉字不同，主

要包括借源字和自创字两种，目前已

发现自创字 400 多个。布依族方块字

借汉字形体载布依之魂，成为中华民

族“书同文”历程中地方性创新的鲜

活样本。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在其著

作《岭外代答》中，记录了在考察广西

地区时，看到很多布依族和壮族先民

使用自创字之事。由此学界推断，布

依族方块字的使用时间早于宋代。四

是其他典籍。黔地各民族在交往交流

交融的历史过程中，汉族文化、汉字

与少数民族日常生产生活的联系日渐

紧密，产生了直接使用汉字或者借用

汉字注音记录贵州各民族政治、经济、

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文献典籍资料。

典型的如侗戏剧本：侗戏产生于清代

嘉庆至道光年间（1796 年—1850 年），

由黎平县腊洞村侗族歌师吴文彩始

创，其内容既有侗族民间传统故事，也

有大量汉族传奇故事的改编，为了便

于传唱，侗族歌师使用汉字记侗音的

形式传抄剧本。

铭刻类民族古籍，是指用少数民

族文字和汉文记载的有关少数民族内

容的碑刻铭文。现场展示的彝文碑刻

《妥阿哲纪功碑》，为蜀汉建兴丙午年

（226 年）立，记载了蜀汉时期诸葛亮

南征时，水西彝族首领妥阿哲协助诸

葛亮征兵运粮，受封“国爵”的历史故

事。这一事件奠定了当时水西安氏的

政治地位，是彝族先民融入中华民族

大家庭的重要实证。

文书类民族古籍指用各少数民族

文字、少数民族古文字或汉文记载的

历史文书。现场主要展陈了清水江文

书、布依族契约文书、毛南族契约文

书。其中，清水江文书被学界公认为

是继甲骨文、汉晋木简、帛书、敦煌文

书、徽州文书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

的又一重大文献成果。一纸契约，记

载明清以来清水江流域苗、侗等各族

人民的生产生活；万卷文书，体现诚

信为本的东方契约精神。

口传类民族古籍则是指各少数民

族在历史上口头传承下来的具有历史

和文化价值的各种资料。近年推出的

《典阅贵州》微视频系列片，其中的《大

山深处的孔子之歌》《苗族古歌》《吴成

祖与肖玉娘》《贾理》等4集分别以侗族

大歌、苗族古歌、侗戏、苗族贾理等口

传古籍为蓝本制作。

此次展览，只是我省 40 年民族古

籍工作的一个侧面。数据显示，40 年

来，和民族古籍相关的人才培养培

训、整理出版、古籍数字化等工作成

果丰硕：自 2012 年开始，全省各高校、

研究院先后成立了 10 个民族古籍研

究基地，各基地近年来共获得省部级

以上课题立项 85 个，省部级以上奖项

达 39 项；截至 2025 年 5 月，贵州省少

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资助出版民族

古籍类图书 130 种，贵州民族出版社

出版 280 种，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148

种，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27 种，合计

585 种，基本涵盖了生活在贵州的各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典籍；2021 年，贵

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启动了贵州

省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建设工作，主

要包括民族古籍原件数字化扫描、民

族传统音乐收集整理、民族古籍数字

化平台搭建等方面。截至目前，累计

扫描全省民族古籍 6 千多部，26 万余

页；收集民族传统音乐音频 1800 首、

视频 300 个；数字化平台整体框架建

设基本完成，累计上传民族

古籍工作及其他资料数据 5

万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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