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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是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

会联合创建的，是中国三个敦煌资料中心之一，也是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个。资料中心

于 1988 年 8 月正式成立，现属于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资料中心成立之初的主要工作是

系统搜集、整理、入藏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为敦煌学界提供阅览和咨询，编辑出版有关目录

和论著。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资料中心入藏 《英藏敦煌文献》、《敦煌宝藏》、《俄藏敦煌文

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等敦煌吐鲁番学书籍、期刊 13000  余册，每年接待国内外学

者  2000 余人次。同时资料中心自 1994 年开展建立学者档案工作，为一百多位学者建立档

案，专架存列，与所藏书刊资料相互补充，服务于学界。资料整理工作也初见成效，目前出

版有《敦煌吐鲁番学论著目录初编·日文专著部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研究论著目录

索引》等敦煌文献研究论著目录。可以说，敦煌资料中心很好地完成了创办时期敦煌学界对

中心的要求，对于资料中心今后工作的开展起着奠基的作用。 

  随着国内外敦煌写卷的相继公布，以及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提供敦煌文献的质

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更好地为学界服务，2001 年 3 月，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

签署五年合作项目，加入旨在通过国际合作促进敦煌写卷的研究与保护的国际敦煌学项目。

在保证敦煌写卷绝对安全的情况下，资源共享，揭示秘藏，由此拉开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

献数字化的序幕。国际敦煌学项目是由大英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新德里国立博物馆、

法国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东方研究院、柏林国家图书馆等机构倡议成立的，宗旨是通过国

际合作以促进敦煌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 

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合作的国际敦煌学项目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

化乃至敦煌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经过一年的积极探索，我们根据中国国家

图书馆的自身特点，制定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的总体发展思路，即：以国际敦

煌学项目为契机，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资料信息中心，提高敦煌吐鲁番资

料中心在学术界的地位；以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的基础业务工作支持国际敦煌学项目的发

展，使两者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为此我们草拟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规划，征求

各位专家的意见： 

一、馆藏敦煌文献数字化 

  自 1900 年，敦煌藏经洞重见天日，1907 年、1908 年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先后

闻讯来到敦煌，骗得大批敦煌遗书及其它文物，捆载而归。1910 年，在罗振玉等学者的呼

吁下，清政府学部咨甘肃学台，令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移藏京师图书馆，亦即今天的中国

国家图书馆。由于经办的官员敷衍塞责，留在当地的遗书也不在少数，1911——1912 年日



本的大谷探险队、1914——1915 年俄国的奥登堡考察队、1914 年英国的斯坦因各有所获。

1910 年敦煌运京的遗书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特藏的主体部分。此外，四十年代国家图书

馆曾遣人赴西北在民间求购到若干敦煌遗书。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部将各

地散藏的一部分遗书及收购的一部分遗书移交中国图书馆；不少爱国人士将自己珍藏的遗书

捐赠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自己也收购到一些敦煌遗书。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家图

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总数达 16000 件。 

敦煌文献，又称敦煌遗书、敦煌写本、敦煌卷子。是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土地庙、敦

煌西北汉长城烽燧遗址等地出土的十六国、北朝、隋、唐以至于宋代的多种文字的古代写本

和印本。这批包括宗教典籍、官私文书、四部典籍在内的古代文献，内容丰富，涉及宗教、

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民族、民俗、语言、文学、历法、数学、医学等广泛领域，

是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珍贵材料。敦煌文献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四大发现之一，它的发现

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瞩目，随着散布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的著录、整理与刊布，从而诞生

了一门新的国际性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三个

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整理收集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和起点，做任何一种研究都不能绕

过这个过程。由于敦煌文献分藏世界各地，一般学者很难看到，所以这个过程更为艰难。这

也就使得敦煌学的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很多学者在做研究时，很难将所有敦煌文献收集到

一处，难免不深入，或者留下遗憾。第二， 因为以前研究所借助的缩微胶卷，限于当时技

术条件，许多写卷影像不清，拍摄者没有敦煌学专家的指导，许多重要信息漏掉，而根据胶

卷印成的《敦煌宝藏》还不及胶卷，无法满足学者研究的需要。第三，这些记录人类文明的

写卷是世界文化的遗产，它们需要永久的保存与保护，这不但是每个收藏机构义不容辞的责

任，也是整个敦煌学界的责任。国际敦煌学项目就是为解决这三种缺陷而产生的，即：既能

有效地保存敦煌文献原件，使其传之久远，又能使学者们随意地看到与原卷一样逼真的图像。

为此我们使用国际敦煌学项目提供的专门设计的 4D 数据库，用最精密的 PHASE1 数码扫描设

备将敦煌写卷制成一幅幅高清晰的图像。图像将展示写卷的全部内容——正面、背面，甚至

没有文字的地方——它比实际尺寸要大，图像的清晰度与看原卷没有区别。我们尽量克服各

种困难，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将这些图像放到网上，学者可以随意地从屏幕上获得高质量的彩

色图像，而且放大之后，过去用放大镜不易观察的字的细部、墨的层次、纸张的纤维等问题

都可借助新技术迎刃而解。学者查阅敦煌文献无需舟车劳顿之苦，也无需接触珍贵又容易损

坏的原卷。 

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学项目的目标是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写卷全部数字化，使

全世界的学者能通过网络获得它们，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一年来，我们在大英图书馆的

紧密配合下，已经录入写卷目录信息 8000 余条。图像扫描工作从今年 4 月正式开始，由于

摄影师对新技术的不适应，步履维艰，造成这一工作进展缓慢。下一步，我们将在大英图书

馆的密切配合下，努力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二、中国国内散藏敦煌文献联合目录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分藏世界各地，人为地造成整理研究的困难。目录是整



理研究的基础，这一点敦煌文献与其它学科相比，显得更为突出，敦煌学者有切身体会。编

辑一部敦煌遗书总目是中国老一辈敦煌学家挥之不去的梦想。著名敦煌学家、原中国国家图

书馆馆长的王重民先生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中就提到应编辑一部“新的、统一的、

分类的、有详细说明的敦煌遗书总目”。由于世界各国馆藏尚未全部公布，要编成一部“总

目”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70—80 年代中国国内散藏目录相继公布，它们是： 

1．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编/文物资料丛刊第 1 期

/1977； 

2．关于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之浅考和目录/秦明智编/1983 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

文集·文史·遗书编/1987； 

3．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文物室藏敦煌经卷录/曹怀玉整理/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1983 年第 4 期； 

4．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荣恩奇整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1986； 

5．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吴织、胡群云编/敦煌研究/1986 年第 2—3 期； 

6．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刘国展、李桂英编/敦煌研究/1987 年第 2 期； 

7．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书目/张玉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1990； 

8．重庆市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目录/杨铭编/敦煌研究/1996 年第 1 期。 

特别是近年来国内散藏图录相继出版，它们是： 

1．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2）/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3。公布上海博物馆所藏 80 件敦煌文献。 

2．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1-2）/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公布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敦煌文献 286 件。 

3．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1-7）/天津艺术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6——1998，公布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 350 件。 

4．甘肃藏敦煌文献（1-6）/段文杰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其中影印敦煌研究院、

酒泉市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永登县博物馆、甘肃中医学院、张掖市博物

馆、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定西县博物馆、高台县博物馆所藏敦煌文献共计 696

件。 

5．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4）/上海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9。公布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 187 件。 

6．浙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编委会编/2000。公布浙江省博物馆、浙江图书馆、

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灵隐寺等单位藏品 201 件，附录温州博物馆所藏浙江出土五代以前

写经 2 件。 

编辑国内散藏敦煌文献联合目录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在国际敦煌学项目的支持下，于

2001 年 10 月份开始了这一项目，现在已经将绝大部分目录资料录入到数据库中。我们希望

我们的工作能得到这些收藏机构的认同与支持。很多学者建议我们出一本书本式目录，以便

于学者查阅。我们正在运作这一项目。 



三、研究论著目录资料 

敦煌学作为国际显学之一，研究论著不断增加，研究者往往有望洋兴叹之感，编制目录

便成为研究者殷切的需求。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成立之初，即把收集资料、编辑目录作为首

要任务。根据学界的需要我们准备编辑四个专题书目数据库： 

  1．敦煌文献研究论著目录（含中、英、法、俄及其它馆藏） 

  2．敦煌吐鲁番学中文论著目录数据库 

  3．敦煌吐鲁番学日文论著目录数据库 

  4．敦煌吐鲁番学西文论著目录数据库 

  敦煌文献研究论著目录数据库（含中、英、法、俄及其它馆藏）：在善本特藏部领导支

持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 2001 年出版了我们编辑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研究论著目

录索引》，收录 1910—2001 年国内外发表的有关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研究论著 8576 条。

我们已经制成电子文本，可以随时在中国国际敦煌学网站上公布。从今年始，我们的两位专

业研究人员正日夜加紧编辑英、法、俄及其它馆藏敦煌文献研究目录，至今已经收集 1 万余

条。 

  敦煌吐鲁番学中文论著目录数据库：目前已经完成，正式上网，读者可以在中国国家图

书馆网上查询。本库收录 1908 年至 2001 年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出版的报刊、研究集刊、学

报、论文集中有关敦煌吐鲁番学的论文和专著目录，以公开发行的图书、报刊为主，兼收部

分内部资料。为方便检索，发表在不同刊物上的同一文章一并收录。现有资料 2.5 万余条，

以后每年补充新资料。 

  敦煌吐鲁番学日文论著目录数据库：我们曾于 1988 年内部出版《敦煌吐鲁番学论著目

录初编·日文专著部分》 ，向学术界征求意见。日文部分经过数年修订增补，1999 年由北

京图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收集 1886—1992 年日本发表的论著 8685 条。目前制作敦煌吐鲁

番学日文论著目录数据库条件已经成熟。  

  敦煌吐鲁番学西文论著目录数据库：我们曾于 1988 年内部出版《敦煌吐鲁番学论著目

录初编·欧文部分》 ，向学术界征求意见。因为资料缺乏、人力紧张两方面因素，此项工

作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制作数据库尚待时日。 

四、丝绸之路地名规范数据库 

  1930 年，冯承钧先生应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之请编辑《西域地名》，后经过陆峻岭、宿

白等整理、增订，收录古籍中有关西域地名 700 余条，加以简单的说明，对治古代中外关系

史、丝绸之路、西域历史颇有助益，后经过多次增订，嘉惠几代学林。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

深入发展，这本小册子已经不能适应学界的需要。此次我们将借国家图书馆编辑《地名规范

文档数据库》之机，准备编辑《丝绸之路地名规范文档数据库》，以后将与 IDP 网站上的丝

绸之路地图连接，以更直观的形式供读者检索。 

五、敦煌吐鲁番学学者档案数据库 

  敦煌资料中心自 1994 年开展建立学者档案工作，得到学界同仁的支持与襄助，为一百

多位学者建立档案，专架存列，与所藏书刊资料相互补充，服务于学界。现在，我们将与



IDP 数据库中的中国学者资料，相互补充，建立更加完善的中国学者档案数据库。现在已录

入学者档案信息 400 余条。 

六、IDP 中文通讯 

  在国际敦煌学项目的支持下，国际敦煌学项目（IDP）中文通讯第一期已于今年 4 月初

正式与读者见面，以后将每年出版 3 期。它的宗旨是报道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学项目

(IDP)的消息、译介世界敦煌文献收藏信息的文章、介绍相关的最新出版物、展览及会议等。

它将与 IDP News 一起免费邮寄给中国境内敦煌学专家。中文网站开通之后，中文通讯的内

容将放到网上，读者可以在网上查询。 

七、“丝绸之路”专题数据库 

  丝绸之路特有的地域文化孕育了敦煌这颗璀璨明珠。为了让读者全面认识西北文化资

源，我们已经开始制作“文化西北”数据库。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编辑甘肃、敦煌、新疆、宁

夏等地区的文化资源，其中《中国旅游指南·敦煌》、《中国旅游指南·甘肃》、《中国旅游指

南·新疆》已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中国旅游指南·宁夏》也即将出版。因整个数据库耗

资巨大，限于我们的人力和物力进展缓慢，我们期望得到大家的广泛支持。 

八、网上展览 

  依托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庞大资源，展示以敦煌为主体丝绸之路文化特有的魅

力。近年来我们举办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精品展”、“国家图书馆藏民族古文献珍品展”，

还将举办“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展”等。其中敦煌展览已经制成电子版，其它展览也将制

成电子版，供更多的人查阅。 

九、专题学术讲座 

  为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满足读者的文化需求，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国家图书

馆善本部利用双休日举办“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敦煌学作为其中重要的内容。自

2001 年 4 月以来，我们相继邀请启功、金维诺、白化文、史金波、柴剑虹、王尧、邓文宽、

荣新江、谢继胜、赵和平、齐东方、刘涛、黄正建等先生，就永明声律与中印文化交流、敦

煌艺术、西夏文化、敦煌与西部开发、西藏文化、中国古代历日文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

流、黑城藏传佛教艺术、唐五代书仪中的社会生活等专题演讲。因讲座品高味雅，每次讲座

反应强烈，人潮涌动，受到读者广泛赞誉。应读者的要求，我们已经把讲座整理成文字，即

将出版。部分内容也将放到网上。根据读者的强烈要求，目前我们现在正举办大型“敦煌与

丝路文化学术讲座”，时间从 2002 年 8 月一直持续到 2003 年 8 月，每月 4讲，共计 48 讲。

第一讲在今年 8 月 3 日开讲，由中国敦煌学界前辈宁可先生主讲《敦煌历史与文化》，现在

已经有 5 讲。讲座主要面向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生、科研人员及大学生等。讲座的老师都是

世界敦煌学名家，如金维诺、王克芬、郑阿财、荣新江等。协助我们组织讲座的中国敦煌吐

鲁番学会认为，此讲座不但能为敦煌学的研究培养更多的后备力量，而且还可以使敦煌与丝

路文化走进大学校园。 

十、积极参加并组织敦煌学会议 

  敦煌学学术讨论会及相关展览是敦煌学界学术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为了获取敦煌学最



新发展信息，加强与学术界的交往，扩大国际敦煌学项目的影响，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

学项目应积极参加敦煌学学术讨论会及相关展览，宣传国际敦煌学项目的新进展。2002 年

我们先后参加了杭州大学敦煌学暨汉语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兰州大学丝绸之路佛教艺术国际

学术研讨会、房山云居寺佛教文化研讨会、理工大学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并宣读了介

绍 IDP 的论文，引起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的注意，8 月 30 日中国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和

最大的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同时做了报道。另外 2002 年 IDP 项目还参加了“北京国际数字化

公众信息服务与技术”展览会、西夏珍贵文献文物展览，也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敦煌文献是人类文化珍贵遗产，如何保存保护这份遗产是世人关注的热点。自从敦煌文

献流散以来，分藏于世界各个图书馆、博物馆，保存状态、典藏条件和修复手段各不相同；

经历近一百年的辗转流传之后，有些敦煌文献已经出现了新的破损或病害，为了更好地保存

好敦煌文献，使之流传久远，急需加强世界各个收藏机构之间的联络和交流，交换敦煌文献

保存和修复的经验，以便促进敦煌文献的典藏保护、编目、公布、整理和研究。我们认为敦

煌文献的保存和修复是编目、公布和研究的重要前提，世界各个收藏机构共聚一堂，交流、

研讨保护和修复敦煌文献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2001 年 10 月 23 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

任张志清先生邀请参加中文善本保存保护国际研讨会的大英图书馆代表、法国国家图书馆代

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代表及部分在京敦煌学专家进行座谈，与会各

馆代表介绍了各自开展敦煌文献保存保护的状况，观摩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修复的成

果，并就敦煌文献的修复原则、敦煌遗书残片的保护方式、敦煌文献修复档案的建设、敦煌

遗书的保存现状、敦煌遗书资料化的前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形成了共识。而且共同

表达了各个敦煌文献收藏机构今后还需继续加强交流合作的愿望，并提出在适当的时候召开

有关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以便及时互通成果，交流经验的建议。为此我们联合中国敦煌

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将在 2003 年举办主要面向敦煌文献收藏机构的“敦煌

文献保存保护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会议将主要围绕敦煌文献收藏、保护、修复、数字化

等方面进行研讨。中国国家图书馆自 1910 年入藏敦煌文献之后，非常重视保存保护及修复

工作，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在保存保护及修复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我们将利用这次难得

机会，切磋交流，共同努力，把敦煌文献的保存保护的工作做得更好。同时向与会代表展示

IDP 的成果，争取各藏家对 IDP 的理解与支持，为 IDP 的发展奠定基础。以后我们将定期举

办类似的国际会议。  

 

一年来，中英双方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发挥各自所长，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我馆赢得了国际声誉。如 2002 年 4 月 29 日，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深专家

卢雪乡博士等在参观中国国家图书馆 IDP 工作室后，表示：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合

作的国际敦煌学项目非常有意义，美国国会图书馆愿与我馆进行类似富有成效的合作。良好

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我们将借此契机，把 IDP 的各项工作做好，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敦煌

吐鲁番学研究信息中心，提高国家图书馆在国际上的地位。 

（本文撰写过程中曾得到张志清、黎知谨等先生的帮助，谨致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