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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阿里地区古籍普查跟踪调研实录 

 
萨仁高娃 

 

自 2011 年 3月，阿里地区成立古籍普查保护领导小组，以阿里地委行署名义下发《关

于印发阿里地区古籍普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阿行办发［2011］11 号），全面安排部署

阿里地区古籍普查工作以来，阿里地区七县均制定各县古籍普查保护实施方案，并成立古籍

普查领导小组，组成八个古籍普查队和一个督查队，落实普查经费，全面启动全地区古籍普

查工作。在地委、行署、文化局党组的高度重视和全地区普查队员的艰辛努力下，历时六个

月，大致完成了全地区七县 73 座寺庙和地区档案馆、藏医院等共计 75 个古籍收藏单位和

20位私人收藏者的古籍普查工作，共普查登记 2000余函古籍，拍照 8万多幅书影。并在自

治区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进行了数据录入、整理、校对、图片剪切等工作。阿里地区古籍

普查工作已走在全区前列，在 2011 年全区文化现场工作会议上得到领导的好评。同时，阿

里地区古籍普查工作作为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典范，得到国家文化部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

家图书馆）的关注与重视，在文化部所下达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援藏项目中，特别列出了

西藏阿里地区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的出版事宜。 

为此，应阿里地区文化局邀请，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一行三人在阿里地区文化局古

籍办工作人员陪同下，对阿里地区古籍普查进行跟踪调研。此次调研目的有三：一为补充已

普查登记目录所缺信息；二为补充新发现古籍；三为考察古籍保存保护环境。鉴于海拔高、

气候寒冷，加之古籍量少等原因，此次调研未达东三县，即革吉县、改则县、措勤县。利用

10月 14-24日 10天时间，对阿里地区西四县（即普兰县、札达县、噶尔县、日土县）部分

古籍馆藏点进行了跟踪调研与考察，对馆藏点的古籍进行了登记拍照，考察普兰科迦寺袋子

散装古籍。目睹札达皮央遗址、香孜遗址堆积如山毫无整理可言的珍贵古籍，笔者感受了阿

里古籍人艰辛而敬业的工作状态，不免感动而心痛。通过此次考察，对部分已普查登记目录

补充了新信息，并增加了新发现古籍 82 部的登记信息与照片，同时，我们对保存环境极为

恶劣的状况有了充分认识。 

一、普兰县 

我们考察的第一站为普兰县。普兰县位于西藏自治区西南部、阿里地区南部、喜马拉雅

http://baike.baidu.com/view/94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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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侧的峡谷地带及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 

根据 2011年普兰县古籍普查目录，古籍存量共计 934部，涉及馆藏点有 12座寺院。因

此次时间紧张，很难对每个点都实地调研，故将补充此 934部古籍相关信息的任务交由普兰

县文广局副局长、古籍工作人员石琼先生。我们一行则直赴科迦寺，考察该寺袋子散装古籍

的保存现状。 

科迦寺为藏传佛教萨迦派寺院，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科迦村，公元 996年由

大译师仁钦桑布创建。科迦寺是普兰县大寺，历史悠久，在当地享有盛名，每年都有阿里地

区札达、噶尔等县及境外尼泊尔的信徒前来朝拜。“文革”期间，寺院文物、建筑遭到严重

破坏，部分建筑被毁，殿内塑像、壁画受损严重。20世纪 80年代以后，对古建筑陆续进行

维修，修复了玛尼拉康等建筑。2001年 6月 25日，科迦寺作为公元 996年的古建筑，被国

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 年左右对寺庙进行维修时，从原址墙缝里发现大量珍贵古籍。因古籍人员缺乏，

保存条件不成熟，这些从墙缝里发现的珍贵古籍只能装入塑料袋、堆积在仓库一角，大小袋

子约有 10 余袋。近几年，寺庙人员陆陆续续对散装古籍中稍微完整部分进行整理，目前已

整理出 16包，多为不完整的《甘珠尔》《丹珠尔》部分。整理出的此部分古籍已在普查登记

目录中。 

 

 图 1：科迦寺的袋装古籍散叶 

http://baike.baidu.com/view/945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5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5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5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5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5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39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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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将一袋古籍倒在地毯上，随手抽出一刻本，便发现其为“元”字排帙号的

元刻本，这些袋装散叶的珍贵可见一斑。该元刻散叶为“元”字第五十四叶内容，与拉萨市

尼木县发现的元刻相同，均为萨迦班智达的《三律仪轨》。据行款等分析，两者应为同一批

刻本，极为珍贵。 

 

 

 

 

 

 

该寺墙缝里还发现一件寺志片段，记录了蒙古后裔在阿里地区四处作乱时该寺为安全

起见携古籍逃难的过程。 

如此珍贵古籍，得不到整理与保护，甚憾。成立抢救性项目全面整理与保护该寺古籍

实在刻不容缓。 

贤柏林寺为普兰县另一较大寺庙。2010 年古籍普查时，登记该寺有一件古籍。此次调

研，再次光临此寺，却无新发现。 

嘎东拉康寺在原普查目录中登记有 17 部。但是西热桑布主编的《西区名寺古籍目录》

（民族出版社，2010年）中却记录该寺藏有 49部古籍。为此我们特地赶到嘎东拉康寺核实

究竟。结果发现，普查目录中为每包中的某件，而《西区名寺古籍目录》所收为每包中的每

一件，即细目。由此判断，嘎东拉康藏有 17包古籍，内含 49部书籍。文革时期，该寺遭到

严重破坏，僧侣为避免古籍遭毁，将古籍携带至尼泊尔避难，后又将古籍带回该寺。但，目

前此部分古籍已列入尼泊尔文物目录中。如今该寺尚无僧人，亦无任何保管措施，故所属古

籍由村民轮番保管，其安全与命运正面临严重挑战。改善该寺古籍保管条件、对其进行完整

图 2：元刻《三律仪轨》散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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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查与登记、尽快公布材料并明确其归属问题，已不容踌躇。 

二、札达县 

离开了普兰县，第二站便是札达县。札达县一共有 39座寺庙，而经普查发现有古籍的

寺院共计 17座，另外还有 2处私人藏家，共普查 218函，内含多部以包为单位登录者，故

数量并非十分精确。因札达县古籍馆藏点较多，我们只有时间对托林寺所藏 11 叶蒙古文古

籍进行了扫描。而对已普查登记另需补充图片或者版本信息的古籍，我们只能将相关工作托

付给札达县文广局的洛丹局长。随后，我们主要考察了皮央洞和香孜寺散堆古籍。 

据考古调查发现，札达县皮央遗址至少可以上溯到以佛教文明为主要特征的古格王国时

期之前。皮央寺原址同于科迦寺，始建于公元 996 年，至 11 世纪初期又得到改建和扩建，

成为古格王国早期象泉河北岸的重要佛教中心。约 12 世纪中期，古格王国内部发生了严重

的分裂，皮央也曾一度成为与建在札布让的古格都城分庭抗礼的政治势力中心，这种局面一

直持续到 14世纪晚期。1630年，随着古格王国的灭亡，皮央也作为古格的属地，陷落于拉

达克。直至 17 世纪，拉达克占领军被五世达赖派遣的军队驱逐出境，阿里三围纳入西藏噶

厦地方政府的统辖之下。因历史的颠沛，皮央洞窟逐渐遭到遗弃。目前，皮央遗址总面积逾

万平方米，由佛殿、石窟、佛塔等组成。遗址中的洞窟粗略统计有 2000 孔左右。杜康位于

遗址东侧的山坡上，现为皮央遗址的经堂，收集遗址上洞窟中散落的各类古籍。目前，遗弃

的洞窟中仍随处可见古籍。 

图 3：洞窟中散落的被遗弃的古籍及收集散叶所用的麻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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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古籍被随意偷盗或流散，周围村民将部分洞窟用石头封存，里面的古籍状况不得

而知。几年前，部分洞窟中搜集到的大量古籍都堆放于杜康。虽然对其进行过整理，但所余

者，仍堆积如山。而且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堆放在杜康的这些古籍其实仅占皮央遗址古籍

的一半。 

对皮央洞古籍设立抢救性项目、全面清理洞窟并进行整理与保护，仍迫在眉睫。 

如果说皮央遗址的古籍保存及整理现状让人忧心，那么札达县香孜遗址的状况则使我们

触目惊心。香孜遗址位于札达县香孜乡香孜村北面约 530米处，因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故

成为千年古刹托林寺堪布的夏季所在地，距今已有 700 余年历史。由于遗址废弃年代久远，

所存大部分古籍均为散页，其内容多为《八千颂》之类。部分古籍用金汁、银汁、铜汁、白

海螺汁、绿松石汁等不同的墨水书写在藏纸上。2002 年起从遗址周围洞窟中收集的散落古

籍只在简陋的仓库中堆积存放，急需成立抢救性项目，使珍贵古籍得到应有的保护与整理。 

 

 

 

 

图 4：用石头封存的洞窟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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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临时存放散落古籍的经堂——杜康 

图 6：香孜遗址中堆放的古籍散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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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噶尔县 

离开了札达县，我们下一站是噶尔县。噶尔县狮泉河镇为阿里行署所在地，海拔 4300

米。2011 年阿里地区古籍普查中，噶尔县有 2 座寺院 3 家私藏，共普查得 160 函古籍。但

是，这些目录信息存有问题，即所提供的开本或版框尺寸均为古籍的天头、地脚尺寸，不合

实际，所以要对 160函古籍要重新进行量尺寸。这项繁重的任务我们托付给了噶尔县文化局

局长罗布边巴。同时，我们考察了扎西岗寺和典角村私藏情况。 

扎西岗寺原普查只有 3 件，我们到寺里才发现当时是从大包里选出 3 件来登记拍照的。

因此，我们利用一天时间，对扎西岗寺所看到的古籍进行了整理、登记、拍照，最终整理出

41部。在此寺也看到了用袋子装盛的散叶古籍，因时间太紧，未能来得及协助整理。其实，

如此散装、散堆的古籍在西藏比比皆是。所以，西藏地区的古籍保护工作的确任重道远。 

 

 

典角村私藏有两家： 

第一家为次仁久美私藏：2011 年普查有 2 件，此次考察发现为 2 包，因此把 2 包全部

打开，重新整理、登记、拍照，整理后得到 8件。 

第二家是多布杰私藏：2011 年普查有 5 件，此次考察发现仍有多包，这次补充整理、

登记、拍照后得到 15件。 

图 7：笔者清点古籍的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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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土县 

我们在阿里的最后一站是日土县。日土县位于西藏西北角，临界新疆，海拔仍是 4300

米。2011年普查当中日土县有 1座寺院——伦珠曲典寺，共普查 76函古籍。我们这次调研

直奔伦珠曲典寺，核实该寺古籍，发现 76件中的 2件为 2大包，因此对 2包重新整理、登

记、拍照，重新登记为 18件。 

 

 

几年前对该寺进行维修时，从金顶发现大量古籍，为防止日晒雨淋，寺庙僧人把这些古

籍放入经筒，存在寺外一个角落里。此外，该寺也存有不少袋子散装古籍，其中不乏珍贵古

籍。 

至此，我们阿里地区古籍普查跟踪调研就结束了。一路下来，有以下感受： 

1、阿里地区古籍普查工作任重道远，需要加大投入和力度。目前所普查的数量多以包

为单位，还要加大力度，继续普查登记； 

2、阿里古籍工作人员艰辛而敬业，需要大力宣传和鼓励。他们所完成的普查工作，基

本都要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如果没有对古籍工作的执着和敬业精神，很难做到。所以希望

对他们的工作加以肯定，同时也要鼓励，加大宣传； 

3、阿里古籍保存环境极为恶劣，需要尽快立项整理保护。普兰县科迦寺、札达县皮央

遗址、香孜遗址等等散装或散堆古籍，使我们触目惊心。希望这些濒临消失的古籍，能够引

起国家和各级领导的关注，能够尽快成立抢救性项目，实施整理保护工作，使珍贵古籍得到

应有的保护，使古籍保护项目真正起到作用。 

 

图 8：笔者在伦珠曲典寺清理古籍，重新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