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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谢淑婧老师 

 

追忆谢淑婧老师 

 

旦增卓玛① 

 

1986 年 7 月我和一同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彭学云、李兴龙和那扎尔一起来到了国家

图书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文津街老馆报到。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谢淑婧老师。在我的印象

里她好像从来没有胖过，永远是那么瘦小，而又永远是那么精神抖擞。 

我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民族组工作了 5 年，这 5 年为我后来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重要的是让我从心底里爱上了图书馆这一我毕生为之努力和付出的事业。这 5 年我一直跟

随黄明信老先生和谢淑婧老师从事藏文新书和古籍的整理、加工、分类和编目工作。两位老

师在工作上毫无保留地教会了我很多业务知识。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篇论文是黄明信老先生

带着谢淑婧老师和我完成的《北京图书馆藏文古旧图书著录暂行条例说明》；第二篇论文便

是谢淑婧老师和我共同完成的《北京图书馆藏文古旧图书目录组织情况简介》。两位老师还

从做人方面给了我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始终坚持本分、踏实做人、做事的原则。 

谢淑婧老师 1964 年从中央民族大学民语系藏文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西藏工作。她和她

先生夫妻俩在西藏工作过十几年。当时的西藏还不是今天人们向往的最后一片净土，而是一

个生存条件艰苦、物资紧缺、交通不便、让人谈虎色变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但这世界屋脊

对于谢淑婧夫妇俩来说，却是留下他们青春记忆的地方。 

后来我回到了西藏，暂别了谢淑婧老师。但是，每次我到北京出差，基本都会带着和我

同行的同事和朋友一同前往谢老师家探望。对于二老来说，见到来自西藏的客人，就像看到

自己久别的亲人般兴奋、激动。因为长时间没有机会用藏语与人交流，谢老师的藏语一开始

                                                             
①工作单位：西藏自治区图书馆。 



纪念专辑                                  文津流觞 

102 
 

显得有些生硬，但她坚持用藏语和我们交流，让人感觉到一个长久漂泊在外的游子终于有机

会能用家乡话和亲人交流时的那种兴奋感。对于她而言，西藏是她的第二故乡。 

在西藏经常进行“老西藏精神”的教育，每次提到这个词，我的脑海里就闪现出他们二

老的身影。他们当初撇下家中需要照顾的老人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新西

藏的建设中。进藏工作十几年期间，每一年半才能回家探望亲人一次，有时候因为工作需要，

这难得的探亲机会也许都会被拖后很久，但他们无怨无悔。今天西藏的繁荣发展、和谐、稳

定，就是因为有无数个像谢淑婧老师夫妇这样的人不计个人得失，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换来

的，他们对于西藏和西藏人民的爱是那么深、那么浓。 

2016 年 7 月，我接到谢老师女儿艾琛的电话说：谢老师委托她整理的一些私人藏书，

其中关于藏学和藏文的部分书刊，她希望全部捐赠给西藏自治区图书馆。2017 年初，我收

到了艾琛经过整理打包后从北京千里迢迢寄到拉萨的四箱书刊。一年后，2018 年 2 月 18 日

谢淑婧老师离世的消息从北京传来，我才明白她老人家那是在做远行前的准备。这也是一个

把自己的毕生都奉献给了西藏和藏文化发展的老者，为自己所热爱的雪域和民族文化事业献

上的最后一份心意。 

                                  2018 年 6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