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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图书馆通过讲座为社会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也是做学术研究的，一个偶然

的机会在报纸上看到史金波老师在善本部介绍西夏文献。当时很吃惊，觉得这么偏的东西可

以在国图讲，就积极来听了，也很有收获。从那以后，我就关注这个讲座。只要和自己研究

相关的课题就会来听。尽管中间联络不通畅，或因为出差等原因中断了几次，但我一直都在

关心这里在讲什么。 

现在我国研究少数民族典籍的人比较少，咱们国图“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虽然现

在了解的人不多，但这件事是必须要做的，将来慢慢通过这个起点扩大开来，相信会有越来

越多的人触及这个领域。 

我从 1975 年起学习满文，那时教育我们说满文有

多么多么重要，一定要专心研究，为国家做贡献。二十

年、三十年过去了，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冷，没什么人

来关心，尽管满文在清史研究中的实际作用非常大。现

在明显地看出来，我国做清史研究的人懂满文的不多，

由此造成了对满族的早期历史一直搞不清楚，所以研究

清朝入关前历史的人都转向后期，把前期空下来。但历

史有延续性，如果前期研究不好，要想研究好后期也是

不可能的。满文研究看起来是冷门，但这种冷是一种表面现象，对它能够健康地发展，我很

有信心。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文化研究早晚还会兴旺起来，现在国家不就要修清史吗？而

我自己把“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作为自己研究生涯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加油站。我从

七十年代学满文，有一段不太专心学，后来到德国去教学，那时我已经觉得搞学问没有什么

前途了，可我在德国居然可以教满文，而且在那样一个国家，任何人想学满文都有机会学。

而在我们这里， 61 年、75 年民院办了两届满班，八十年代的满班还因为 89 年动乱受了影

响。比较起来，我们自己的国家反而不太重视满文的研究。所以从德国回来后，我把在国图

的学习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加油站。看到这么多老先生把他们毕生研究的心血拿到这里来

讲，同时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到这里来听讲，我从第一、二讲就来听，那时讲座在楼上一

个小屋子里，听的人很少，现在则必须要早来，晚来了就没有座位，说明这个讲座越来越有



前景。希望各位专家和主持这个讲座的单位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把讲座坚持办下去。同时我

也希望听讲的各位包括我在内，主动地宣传这个讲座。今后人多了，讲座多了，是不是可以

考虑分专业？国图其他地方的讲座我也听过，这里是比较专业的，选的题目也非常好，是其

他地方没有的，非常有特点。希望把讲座、也把读者分一下专业，做成学术沙龙，把学问通

过你们这个阵地扎实地研究下去。我觉得现在搞学术的人来听讲座的还是少，当然学术普及

也非常必要。衷心希望你们克服一切困难，把讲座长期坚持办下去。如果有什么困难，只要

是我能做到的，一定努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