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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历程

 

王重民学术生平 
 

王重民 1903 年出生于河北高阳县

西良淀村一个务农的大家庭，因在家中

排行第三，故字有三。他的父亲是乡村

塾师，自修中医，在村中行医。王重民

先生最初读书识字的老师就是他的父

亲。在读书时非常仰慕刚直不阿，不畏

权势的古人，也因此铸就了他在学术和

做人上始终如一的追求。1922 年，王重

民先生在保定因从事进步活动被通缉，

重回北京，他自名重民，考上北京高等

师范学校。当时，他生活条件非常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便在杂志上撰写文

章，以微薄的稿酬加上一个兼职编辑的薪金维持自己的求学费用。在求学期间，因他学习刻

苦努力，家境又很困难，得到了当时给他们讲目录学的北海图书馆（后并入北平图书馆）馆

长袁同礼先生的同情，便介绍他业余时间到图书馆去工作，由此王重民先生踏上了研究目录

学的道路。在校读书期间，他曾经从陈垣、杨树达、高步瀛、黎锦熙、钱玄同等先生受业，

并得到大师们的赏识。于是，如同鲸之吸水般，巨饮狂吞，学识日益广博。 

1925 年，在黎锦熙先生的提示下，用四个月时间编写了《国学论文索引》，又经过三年

的增补，于 1928 年印行出版。成为当时研究国学重要的工具书。由此，国内学者知道了索

引对科研的重要意义。 

求学、工作的同时，王重民开始了对目录学的研究。他虚心向陈垣、杨树达、傅增湘

以及藏书丰富的藏书家请教，开始编《老子考》，与前人的做法不同的是，他著录了有关老

子的著作近五百种，对书的存藏情况一一做了记录。 

1927 年王重民先生开始整理杨守敬观海堂遗书，还将《日本访书志》中未收的群书题



跋集录出来，辑成《日本访书志补》。还辑录了《史略校勘札记》。这段时期，他还在故宫博

物院，开始编写《四库抽毁书提要》。一个在校的学生，除了正常的学习之外，还撰写多篇

论文，并帮助梁启超编写《图书大辞典》。其勤奋好学是无与伦比的，这一时期的学习和历

练是以后王重民先生成为一个涉足多个领域成为专家的基础。 

1928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后，王重民先生在北海图书馆的工作，移居北海庆宵楼，

他充分利用条件，夜以继日地学习和工作，经常翻阅古籍至深夜。 

1929 年，王重民先生师大毕业，曾经到位于保定的河北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一个星

期中，他三天在保定，三天到北平图书馆。因过于奔波，他舍弃了河北大学，专门到北平图

书馆工作。此时，黎锦熙、钱玄同等先生领导下成立了“大辞典编辑处”，开始在从事编辑

字典及词典的工作。王重民先生接受委托担任了重修《小学考》的工作，并开始了编纂《续

修小学考》一百卷的工作。《谢氏小学考校勘记》五卷，《增辑小学考简目》十卷，《清人文

集札记中文字说总索引》十二卷，《清人字说选录》第一辑五卷。这些文稿因当时还想继续

修补，没有能发表。 

这一年，北平图书馆迁至中南海居仁堂，王重民先生与在师大共同读书的孙楷第一同

从事诸子校勘训诂之学。王先生辑校《列子》，孙先生撮录刘子《新论》。这一年他们共同编

写的《西苑丛书》出版。 

同在这年，王重民先生又和刘盼遂、傅振伦、谢国桢等一起成立《学文》杂志社，编

辑《学文》期刊，当时被称为“北学派”。 

1930 年，由于在北平图书馆编目工作出色，又常常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目录

学论著，被任命为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 

他拟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留意清人文集的编纂，先编出《越缦堂文集》十二

卷出版，后来又编有《杏花香雪斋诗》二集十卷及《越缦堂文集补遗》若干卷。可惜后面两

种稿本已经不存。 

此外他辑录有关清代人掠美的著作若干种，拟编为《清代掠美集》，但未及出版，就以

经亡佚。只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发表了《清代掠美集发题》一文。 

1931 年，北平图书馆迁至文津街，而索引组仍留在居仁堂，并开始编《清代篇目分类

索引》。1932 年撰写出了《清代两个辑佚书家评传》，还打算编《辑佚书目》，为辑佚书做一

次总结，因还想继续增补，没有立即出版，后来丢失。 

他非常留意清代学者集外集的编辑，辑《孙渊如外集》五卷、《陈奂集》、《陈仲鱼集》

等，但仅《孙渊如外集》于第二年出版，其他两种都已经遗失。索引组还编了《石刻题跋索



引》、《清耆献类徵索引》、《碑传集、续集、集补索引》、《国朝先正事略索引》等工具书。有

的已正式出版。此时刘修业先生在王重民先生的指导下编写《文学论文索引》续编及《国学

论文索引》三编。 

王重民先生对地方志也非常有研究，他继承章学诚之遗绪，撰写了《永吉县志》、《无极

县志》。并和傅振伦、孙楷第等一起与河北通志馆馆长瞿宣颖商量修志的办法。 

当时北平图书馆和欧美各大图书馆都订有学术交流的协议，袁同礼先生派王重民先生和

向达赴英国法国进行学术考察。又与法国图书馆订立了互相交换馆员的契约。王重民先生因

为对敦煌遗书有兴趣，所以被派往巴黎编伯希和劫走的敦煌遗书目录。后来，王先生编出的

《伯希和劫经录》收入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他还选出较有价值的卷子拍摄成缩微胶卷。

在敦煌学上努力钻研，把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推向新阶段。 

在巴黎之后，他用一年时间，辑出敦煌遗书中有关四部书的资料，在 1936 年时，结集

出版。同时，他还拟编辑《敦煌群书校记》及《校补》两稿。但因为二战爆发，此件工作被

搁置。 

在国外期间，他计划研究的重点有敦煌遗书、明清间来华天主教士译著的书稿（著有《海

外稀见录》、《罗马访书记》）、天平天国史料的搜集、寻访古刻旧钞四部书罕传本。在欧美看

过大量古籍善本，撰写成善本提要六千多篇。《中国善本书提要》收入四千四百多篇。 

1935 年，王先生利用休假在柏林普鲁士图书馆看书，搜集中国古书罕见本和太平天国

文献，撰写了《柏林访书记》。这一年他撰写了《金山国坠事零拾》、《敦煌本东皋子残卷跋》、

《太公家教题跋》、《敦煌本日历的研究》等论著。还搜集了可以补《全唐诗》残卷的佚诗。

整理成果，多寄回国内发表、出版。在伯希和劫去的卷子中他发现了韦庄的《秦妇吟》卷子

四种，寄回国内，由刘修业先生撰写成《秦妇吟校勘续记》。 

1936 年北平图书馆藏书古物南运，王重民邀请刘修业先生赴法国协助抄写敦煌资料。

二人一同赴梵蒂冈图书馆阅读明清间来华天主教士的译著书籍。著录出所有书目，编选了若

干提要，加上以前整理的书目，编成《欧洲所藏明清之间天主教士译著述书录》。 

1937 年，刘修业先生在巴黎抄写出了敦煌卷子中的诗词，这些材料在回国后，整理出

《敦煌曲子词集》、《补全唐诗》等。 

1938 年,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王重民先生与向达先生同赴英国伦敦,阅读

藏于伦敦的敦煌卷子。在 1947 年这部分的内容撰写成《伦敦所见敦煌卷子群书叙录》一文。 

1939 年，受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远东部主任的邀请，赴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鉴定馆藏中国

善本书。这一期间，在北平图书馆袁同礼馆长的劝说下，王重民先生放弃了回国参加抗日的



想法，留在国外将藏在国外的中国善本著录下来。他这一阶段王先生撰写成 1600 多篇提要，

取名《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善本书录》。后编入《中国善本书提要》。 

1941 年,北平图书馆南运至上海的善本书因战争受到威胁,袁同礼馆长求助驻美大使胡

适，将书寄存美国。这一年,王重民先生冒生命危险赴上海抢救三百箱善本书，开箱选出 2720

多种装成一百箱。经过袁同礼馆长的周旋，秘密运往美国,暂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 

王先生鉴定并开始拍摄这批书，并撰写提要。 

1943 年-－1944 年，继续拍摄北平图书馆善本书，并写提要。回国时，寄存的古籍提要

全部完成。后来先后出版了《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补遗》。 

在编写提要的同时，他还为一部分为人忽视的著者、编者撰写传记。题名《显微录》，

陆续发表，未及发表的在刘修业先生编辑《冷庐文薮》的时候一并收入。 

1945 年，王重民先生携带缩微胶卷，准备回国。 

1946 年，王重民先生赴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鉴定该馆收藏善本书，未能

全部完成，后来经过屈万里先生增补，于 1957 年出版《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文库东方图书

馆中文善本书志》工作。其中王重民先生功不可没。 

1947 年，王重民先生回国任北平图书馆参考组主任。同年向北大校长胡适提出建议在

北大办图书馆学专科，招收北大中文系和历史系的高才生。王重民先生讲授敦煌俗文学。这

一时期，王重民半天教书，半天在北平图书馆办公。这一年，王重民先生撰写北大图书馆的

善本书提要。同年，开始代理北平图书馆馆务。 

1948 年，为“海外文物照片特别展览”做敦煌书的解说文陆续发表在《图书与图书馆

论从》和《敦煌遗书论文集》中。 

1949 年，王重民先生被任命为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同年在北京大学成立的图书馆专科

中任主任。 

1950 年，在北大讲授《中国工具书使用法》，并参加了北京市图书、博物、文物工作者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工作委员会，起草《北京市图、博、文物工作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宣言》，并撰写成《论美国劫购我国古籍》一文。业余时间，王重民先生编成《敦煌曲子词》，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1 年，王重民提议北大图书馆专科改为系，并着手撰写“中国目录学概论”的讲义。

同年，他把在国外收集的太平天国资料编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太平天国》中。 

1952 年，王重民先生与朱天俊、张荣起改编“中国工具书使用法”为“参考书与参考

工作”。这一年他因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校趾迁往西郊，王先生辞去了北京图书馆副馆



长一职，专职担任北大图书馆专科主任。 

1954 年，北大图书馆学专科拟由四年改为五年制，文化部社管局与北京图书馆、北大

图书馆联合举办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王先生的《普通目录学》作为教材。 

1955 年，完成论文《清代末年报刊上书刊评介的重要意义》、《新目录学者怎样学习苏

联》。课外又把在国外见到的孤罕医学古籍提要，编成《善本医籍经眼录》。收入商务印书馆

《四部总录·医药篇》中。 

1956 年，教育部正式决定成立图书馆学系，王重民先生任系主任。这一年他还编成《全

唐诗》佚诗初稿。与向达等编辑《敦煌变文集》。 

1957 年，《敦煌变文集》出版。又写成《敦煌变文研究》。这一年，因为反右斗争扩大

化，王重民遭受处分，划为右派，撤消系主任。 

1958 年，完成《阿英目录学工作述评》。 

1959 年，借调中华书局参加《永乐大典》的整理工作。撰写《永乐大典的编纂及其价

值》一文。但生前未及发表，经刘修业先生整理后，发表在 1980 年的《社会科学战线》上。 

为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 

1960 年，回北大任教，给图书馆系和古典文献专业的同学讲授《中国目录学史》。为纪

念敦煌遗书发现六十周年，写出《敦煌写本的佛经》。他去世后由周一良先生校订，收入《敦

煌遗书论文集》中。 

1962 年，摘掉右派帽子，继续教学工作。编辑《徐光启集》。 

1963 年，《徐光启集》出版。《补全唐诗》编成。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还撰写

《论章学诚目录学》、《校仇通义通解》。开始招收研究生。 

1965 年，撰写《永乐大典纂修人考》。从 1957 年起，他开始搜集有关科技史方面的资

料，写出《徐光启在我国科学史上的成就和贡献》等文章。 

1966 年至 1970 年，研究工作暂时搁置。 

1971 年，开始参加图书馆系教学活动。 

1974 年，系领导委托他和郑如斯同志办图书馆在职干部古籍整理进修班。王先生讲授

古籍目录、版本、校勘等课。参加中文系科研项目，标点《管子》。领导学生编写《法家著

作书提要》。 

1975 年，继续审定《法家著作书提要》。同年因政治运动蒙受羞辱含冤自尽。 

此生平资料来源主要为刘修业先生《冷庐文薮•附录》  （陈红彦整理） 

 



附  黄振华先生略传及著述目录 
 

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林世田
李际宁 

  

国家图书馆研

究馆员、著名学者、

民族古文字学家、敦

煌学专家、中国民族

古文字研究会常务

理事、中国中亚研究

协会理事黄振华先

生因病医治无效，于

2003 年 7月 25 日病

逝，享年 73 岁。先

生 1930 年 11 月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温家圳，1943 年至 1947 年就读于江西省立南昌一中，

1947 年 9 月至 1951 年 3 月，先后在北京中国大学、河北唐山工学院、华北大学、哈尔滨外

国语专科学校学习，1949 年参加革命。1951 年至 1961 年先后在东北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

部担任翻译，1961 年 8 月至 1966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语言研究所任讲师，1966 年调入文化部

国际文献研究所任翻译，文革期间被迫停职。1978 年 3 月恢复工作，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所，任助理研究员，1983 年被评为副研究员。1986 年 5 月调入国家图书馆，1991 年

离休。鉴于先生的学术成就，1993 年被评为研究馆员。 

    先生是著名的民族古文字学专家，自六十年代初以来，潜心研习西夏、契丹、女真等民

族古文字，在被迫停职期间，埋头整理西夏文资料，由于先生具有很高的俄语水平，并能阅

读英、日、德等文专业论著，同时又有相当深厚的专业基础，对于西夏、契丹、女真等古文

字都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1978 年恢复工作后，厚积薄发，为我国民族古文字的科学研

究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78 年，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第 2 期发表了《评苏联近 30 年的西夏学研究》，系

统评价并分析了当时国际西夏学的研究状况，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引起了国际西夏学的高度



关注。1983 年 4 月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文海研究》（合著），是先生在西夏学方面的

代表作之一。先生参与了该书的校勘、考释及定稿工作，承担了其中的反切系统的研究，在

拟构西夏文反切系统方面，采用了我国音韵学传统整理研究《广韵》的方法，全面整理了《文

海》新收西夏字的声母和韵母。这部著作纠正了日、俄等学者的大量错误，为西夏学术的深

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契丹文字研究方面，先生于 1981 年第 2 期《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的《契丹字“山”、

“山’”考——契丹文字结构新探》，集先生二十年的研究心得，以契丹文“山”、“山’”

为例，说明契丹文字系采用汉字增损笔画音读或训读而创造的。 

先生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在敦煌学、西域史地、汉藏共同语和汉字系文字研究等方面

做了大量研究工作。1993 年 10 月先生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上发表了《于阗文贤劫经

千佛名号考证》、1993 年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2 期上发表了《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

考》等重要论著。 

先生还翻译介绍了一些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论著，对推动国内相关学术的研究，起到了

促进作用。如 1960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得到了吕淑湘先

生的高度赞扬。  

    先生晚年身患多种疾病，依然笔耕不辍，开拓创新，在汉藏共同语及汉字系文字研究中

独辟蹊径。2003 年，先生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的《文津学誌》上，发表了《古体彝文字源考》。

该文是先生研究古彝文源的力作，通过对 400 多个古彝文的逐字考订，证明古彝文与临近的

白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哥巴文）创制文字的方法相同，都是借助于汉字改形音读

或训读而创造的，推动了对西南少数民族语言创制方法的研究。 

先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淡泊名利、生活俭朴、治学严谨，数十年来如一日，孜孜不

倦，勇于创新，在科学研究工作中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居功，不掠美，乐于培养后进，

为后学者树立了榜样。先生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先生生前曾立下遗嘱，愿将遗体捐献

给祖国的医疗事业。已由其女遵嘱执行。 

愿先生英名永垂不朽！ 

黄振华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3 年 7 月 31 日 



附录：黄振华先生主要论著目录 

 

西夏文研究论著： 

1、评王静如先生的西夏文近著，《考古》，1974 年第 6 期 

2、《评苏联近 30 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 2 期 

3、文海研究（合著），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 4 月 

4、西夏文卖地文书考释，《西夏文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年 

5、论西夏语音系统的构拟，《西夏文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年 

6、西夏文字典“文海”及其研究，《中亚学刊》，1983 

7、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藏族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年 

8、西夏文字典“音同”的版本与校勘（合著），民族古籍，1986 年第 1 期 

9、黑城新出西夏文音同初探，《文物》1987 年第 7 期 

10、黑水城出土西夏本类林考辨，《中央民院学院》1988 年第 2 期 

11、西夏文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 

12、明代重刊汉藏合璧西夏译经题记，《藏学研究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年 

13、西夏本类林译文试释，《固原师专学报》，1990 年第 2 期 

14、宁夏新出带梵字密宗器物，《文物》，1990 年第 3 期 

15、西夏语词，《藏缅语语音与词汇》，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16、西夏文孙子兵法三家注管窥，《西夏文史论丛（一）》，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7、西夏文音同序跋考释（合著），《西夏文史论丛（一）》，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8、西夏文天盛律进律表考释（合著），《西夏文史论丛（一）》，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9、类林研究（合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0、西夏语词汇，《藏缅语语音与词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 年 

 

契丹文研究论著： 

1、契丹字“山”、“山”考——契丹文字结构新探，《社会科学战线》，1981 年第 2 期 

2、契丹文“郎君行记”新释，《宋辽金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 年 

3、契丹文天干名称考，《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4 期 



4、契丹文地支名称考，《民族古籍》，1986 年第 2 期 

5、契丹文字新释 ，《文史》，中华书局，1993 年，第 37 辑 

 

女真文研究论著： 

1、女真文国信牌的发现（合著），《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第 2 期 

2、女真文（合著），《中国民族古文字》，1982 年 

3、明代女真文奴儿干永宁寺碑新释，《中国地方史志》，1983 年第 2 期 

4、女真文奥屯良弼寺刻石初探（合著），《民族语文》，1983 年第 2 期 

 

敦煌学及西域史地研究论著： 

1、于阗文及其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 年第 3 期 

2、于阗文，《中国民族古文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 年 

3、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 年第 9 期 

4、于阗文研究概述，《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 8 月 

5、日本的西域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上，《考古学参考资料》，1984 年 3、4 期合刊 

6、苏联的乌孙考古（合著），《乌孙史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 

7、苏联的敦煌学研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5 年第 4 期 

8、法国敦煌学研究述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5 年第 5 期 

9、明代河西译语试释，《固原师专学报》，1991 年第 4 期 

10、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 年第 2 期 

11、于阗文贤劫经千佛名号考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0 月 

12、佉卢文贵霜王号研究 佉卢文贵霜王号研究 ，《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汉藏共同语及汉字系文字研究论著： 

1、岁阴岁阳名义考（合著），《燕京学报》，1999 年新 6 期 

2、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模式，《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 年 

3、纳西族哥巴文字源流考，《燕京学报》2000 年新 9 期 



4、古体彝文字源考，《文津学誌》，2003 年第 1 辑 

 

翻译著作： 

1、论汉语中词的界限问题，1958 年《中国语文》连载 7 期 

2、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科学出版社，1960 年 

3、新疆探察史，新疆博物馆，1976 年 6 月 

4、苏联中亚考古，新疆博物馆，1980 年 

5、成吉思汗传，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1983 年第 43 期 

6、契丹语考，民族语言参考资料，1985 年第 5 辑 

7、乌孙考，西域译丛，1985 年第 5 辑 

 

讲义： 

1、比较文字学讲义（合编），人民大学油印 

2、西方常用语言结构介绍，人民大学油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