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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黄明信先生在国图 

 

王梅堂 ①

                                                             
① 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一、选择北图 

黄明信先生在《我与图书馆》一文中记述：“1979 年我平反以后被调到北京图书馆。”

但在他调动的过程中，有鲜为人知的故事。黄先生是于道泉先生的老友，他从于道泉先生那

里获知，北京图书馆民族语文组收藏的藏文古籍在国内甚至世界上是最全、最丰富的。于道

泉先生希望黄先生到北图，并积极向北图推荐。 

然而黄先生平反以后，便由民族出版社安排到图旺主编的《藏汉大辞典》编纂室，时在

成都。由此可知，民族出版社欢迎黄先生回社工作。国家民委也说如果不想回出版社，民委

可以安排。黄先生经过深思，接受于道泉先生的建议，认为如果继续留在民委系统工作，便

不可能在民族语文组的藏文书海中开拓视野、专心致志为藏学文化事业研究服务。在民族出

版社虽有他自己熟悉的工作，但难免一些行政干扰。 

黄先生说，他已是花甲之年的老人，无欲无求，只求以书为伴，使文化得到积累，文化

素养得到提升，民族语文组虽小，但藏文化典籍丰富，是实现他的初心，研究藏族文化、佛

学最佳之处。于是坚定地选择了北京图书馆。北图也决定调入他。但从 1979 年 7 月收函到

黄先生来北图上班，中间有一年多的时间，主要是《藏汉大辞典》编纂室不放人，称《藏汉

大辞典》是国家重点项目，黄先生有渊博的藏学知识，又有丰富的编辑经验，编纂工作还离

不开他，请北京图书馆支持。由此可知黄先生在藏文化事业发展中的地位。 

黄先生调入北图，但还在成都《藏汉大辞典》处工作，他的户口转入北图集体户，以便

领取粮票、棉票、布票等。组里按月给黄先生寄去，有一次黄先生来信说所寄粮票的信封没

封口，幸好没发生意外。在馆领导的关心下，黄先生虽还在成都，但在 1980 年给黄先生分

配了住房。1982 年又将其大学毕业的女儿调在身边，显现了领导对人才的重视与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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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畅游书海，编目创新，带领新人编著条例 

黄先生的到来使民族语文组业务在各方面都得以顺利开展。在馆领导的重视和关心下，

业务从原来的编目保存开始向一条龙过渡，队伍逐渐壮大，尤其对民族古籍的抢救复制、采

访进展顺利。藏文摊 ①

他带领藏文摊，参考国外对藏文《大藏经》的整理以及研究成果，编了３套目录以供读

者使用，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汉藏两种文本的《北京图书馆藏文古旧图书著录暂行条例说明》，

在《中国藏学》刊发后引起了藏学界的关注。这是民族语文组第一个成文的编目条例，也是

成为民族语文组在业务建设中向藏学、蒙古学、突厥学等民族文献资

料收集信息中心的一块试验田。 

黄先生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倾注心血，在对馆藏初步掌握后，便用一定的精力投入到

了解全国藏文典籍的布局上。他拜访学者，还不惜于花甲之年借到西藏拉萨参加“西藏天文

历算学会”第一次会议之机，广交朋友，获悉更多文化信息。会后到西藏档案馆、罗布林卡、

布达拉宫了解藏文图书的收藏情况，考察藏文典籍之特点。如在布达拉宫，黄先生不惜年高，

４次爬上布达拉宫顶层，查到藏文《大藏经》。因序文和目录没有找到，只好任取一部拍了

两页书影留存，却发现了《历象考成》藏文译本的最后一函，这是康熙五十四年北京刊版，

印装精致。这不仅表现出黄先生对了解藏文收藏布局有强烈追求精神，同时显现了黄先生具

有深厚藏文和藏传佛教的功底，及对藏文典籍的熟悉。 

黄先生７月回京，８月去青海塔尔寺印经院商讨购置塔尔寺的一套藏文《大藏经》事宜，

以补充馆藏。又到甘肃省图书馆查看敦煌藏文卷子。因我馆有拉卜楞寺之典籍目录，又到拉

卜楞寺了解藏文典籍的现况。这时已到９月底，天凉衣少，他才回北京。黄先生这种为事业

吃苦勤奋、追求进取的精神，感动了我们，激励着我们。他渊博的知识、广博的信息启迪着

我们，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增强了我们的事业心。 

黄先生治学严谨，平易近人。他对图书馆事业，对启迪年轻人怀有一颗炽热的心。在藏

文图书的编目中，他先后给新人讲解藏文古籍与汉文古籍的不同之处，详细介绍馆藏的德格

版、纳唐版、北京版等版本以及资料的学术价值。在编目中既保持原来的排架顺序，以便随

时利用，又要考虑如何使读者检索方便，由此他要求年轻人要多读书、勤思考、探索创新。 

                                                             
① 藏文摊：主要负责藏文书籍整理编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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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学界的首个“编目条例”，对藏有藏文古籍的单位起到了示范作用。在编写过程中，扶持

了年轻人，培养了人才。 

因成绩突出，藏文摊先后两年被评为馆里先进集体。其中先进个人有彭学云，现在是民

族出版社汉文编辑室终审（研究员），另一名丹珍卓玛也已成为西藏图书馆业务骨干、副馆

长，都成为了藏学事业、民族文化的传承人。 

 

三、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赢得敬仰 

黄先生在藏学文化圈的影响很大，吸引了国内外学者前来交流，如美国世界宗教所沈家

桢先生希望建立交换关系，他们主动提供他们的目录卡片，请求我馆提供德格版《丹珠尔》。

美国圣母大学特藏部主任安东·马辛通过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教授陈万喜将西夏藏文手稿翻

译出来，因手稿为草体，美国多名学者无法辨认，特请黄先生帮助。还有法国、德国、日本

等国学者来馆与黄先生交流。 

在国内之学者，几乎月月都有来访者。其中于道泉先生来后，除了介绍国外藏文的出版

信息，还讲德格版《大藏经》印刷源流。他说：德格版书内有白玉寺、八邦寺的书，是 1958

年古籍，当时和苏联关系不好，从苏联购书断绝，馆里有部分钱，才将印德格版经提上日程，

印纸是从北京买的，因买的纸多，有的部数印得多。另外中央民族大学的藏学教授王尧等也

是常客。他们来，也是提供国外藏学研究成果信息，但主要还是利用我馆文献。 

出版界请黄先生审核书稿，如文物出版社主编请黄先生审《布达拉宫画册》《塔尔寺》

等书，民族出版社及地方出版社向黄先生邀稿，他考虑图书馆民族语文组整理任务重而暂时

谢绝。但对事关民族文化教育的事都尽量满足。如青海民委干部郭敬亲来馆请黄先生赴青海

参加藏文数学名词规范化定稿审定会，一切费用等由青海承担，说明黄先生在藏族文化界的

地位。 

黄先生每年都接到学术会议邀请函，他忘记自己已近古稀之年，凡是决定参加的学术会

议，必写有价值的论文，绝不敷衍应付，而是写出史料丰富、考证精准、具有新意的文章。

如在第三次中国科学史国际讨论会上提交的《时宪历交食推步术在蒙藏》，西藏天文历算学

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述《时论历的科学原理》，引起学者关注，参加会议的学者陈久金先生主

动提出和黄先生合作撰写《藏历的原理与实践》一书，此书用汉藏两种文字出版，藏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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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黄先生承担。 

黄先生在工作上尽心尽力。他帮助民族宫图书馆编辑《民族宫图书馆馆藏藏文文集总目

录》，除了具体书目外，还撰写了汉藏文序言《藏族文献目录学的传统与发展》。民族宫图书

馆馆长李久琦说要署黄先生之名时，他都要求署北图之名，民族宫非常敬佩黄先生淡泊名利

的精神。黄先生在民族宫工作期间，还校订了孙文景先生编辑的《藏传因明学典籍 260 种经

眼录》。 

对我们本组的同志更是常加具体指导，他和申晓亭同志合撰《〈蒙古源流〉成书年代诸

说评议》。他觉得藏族历史人物的年代是了解历史不可缺少的，便指导谢淑婧用藏文编写了

《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为查找资料提供方便。黄先生曾应善本组要求，浏览过国图所

藏的敦煌藏文写卷 209 件，粗读一遍，判其题名是《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不过并没进行深

入研讨。东主才让来民族语文组工作后，他希望东主才让详细阅读、深入研究，指导东主才

让撰写了《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之研究》一文。 

在如何撰写论文上，黄先生要求选题要新，观点要有新意，文中史料要丰富。有一次一

同志送来一篇名为《中国少数民族古文献概述》的文章，要我请黄先生审阅。黄先生认真阅

读后，指出三点意见：一是文不对题，二是抄录汇辑，三是词句不适。由此可知黄先生对写

学术论文的严谨态度。 

黄先生佛学功底深厚，对宗教文献的收藏非常重视。组里从西双版纳购得一批傣文贝叶

经后，他非常高兴，尤其知道又将有一批时，他更兴奋。当获知有的领导说可供参观使用而

不愿购买时，他说这就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不重视，缺乏学术远见，也是对国家图书馆方针

文献全、国家书库的理解不够。他指点我请中央民族大学傣文教授张公瑾先生出面，向馆里

介绍傣文贝叶经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是小乘佛教的重要文献，希望馆里不要错过这次良

机，最终完成了这次购买。 

黄先生对民族语文组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希望能建成藏学文献的信息资料中心。我们

纪念先生，就是要有方向，有目标。学习他精进修业、服务的精神。像他一样，书海畅游，

使自己的文化积累更丰富，文化素质得到提升，适应学者对图书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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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欣慰与遗憾 

我退休后看望黄先生，聊天中，他说：“我这一生最欣慰的是在花甲之年在北图实现了

我的初心。在领导的关心帮助下我为图书馆做了点实事，为藏学事业的拓展出了点力，和我

一起工作的同志如今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人。如丹珍卓玛现为西藏图书馆藏文图书的业

务骨干、副馆长。彭学云去民族出版社后，已是编审，主持汉文稿件的终审。虽不是藏文，

但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者，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者，是出版界新的少数民族学人，对他们

的成长感到欣慰。唯一遗憾的是民族语文组最后一位干部退休以前没配备藏文干部，又一段

时间无人编目藏文，工作断档，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算作一点遗憾吧。”①

                                                             
① 编者按：现在民族语文组有两位从事藏文编目的人员，其中一位是藏族。 

 

 

（原载《中国藏学》2017 年第 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