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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目员彭色丹小传

刘鹏

在 1928 年至 1949 年的二十余年中，得益于当时先进的办馆

理念与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国立北平图书馆（以下简称平馆）

在战乱频仍和失去国家馆地位的诸般逆境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这一时期，平馆涌现出袁同礼、赵万里、徐森玉、王重民、向达、

刘国钧、于道泉、刘节、孙楷第、严文郁、张秀民等在业界、学

界颇具影响的学人，至今仍为馆中同仁所乐道。与此同时，还有

更多的同仁，数十年如一日，敬业尽职，为平馆的发展鞠躬尽瘁，

却令名未彰。今值我馆百十之庆，笔者谨据馆藏档案及相关文献，

为平馆民族文献编目员，同时也是喇嘛僧人的彭色丹先生撰一小

传，以为纪念。因年代悬隔，错漏之处，或所难免，尙祈各位同

仁是正。

彭色丹（1890.2.25—1949.12.27），男，蒙古族，热河阜新（今

辽宁阜新）人，属蒙古土默特左旗，奉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

为喇嘛僧人②。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初七日生，1949 年 12

月 27 日（十一月初八日）因慢性胃疾不愈，圆寂于雍和宫东路七连③，享年 59 岁。

彭色丹少于土默特瑞应寺修习藏文佛经，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卒业。自 1928 年

8 月入职，在平馆逾二十年。历任编纂部中文编目组组员（1929—1931）④、编纂部中文编

目组满蒙藏文编目室组员（1932—1934）、编目部中文编目组满蒙藏文编目室组员（1935—

1937）⑤、善本部考订组组员（管理满、蒙、藏文书库并编目，1942-1945）⑥等职。

②其弟却扎拉桑，在彭色丹卒后曾致函北图请求抚恤。查却扎拉桑为雍和宫喇嘛僧人，属内蒙古索图盟土默

特部左翼旗。金梁编纂、牛力耕校订：《雍和宫志略》，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 84页。

③ 彭色丹在馆期间，始终居于雍和宫左近东北四联、西路七连、东路七连等地。

④ 据《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1929.7—1930.6）（北平图书馆，1930年，第 84页）、《国立北平图书馆

馆务报告》（1930.7—1931.6）（北平图书馆，1931年，第 71页）。

⑤ 据《国立北平图书馆职员录》（北平图书馆，1932年，第 11页）、《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1934.7

—1935.6）（北平图书馆，1935年，第 4页）、《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1936.7—1937.6）（北平图书馆，

1937年，第 7页）。

图 1：彭色丹像

图 2：彭色丹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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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色丹在馆期间，因通蒙、藏、满文字，同仁中向达（敦煌学家）①、于道泉（藏学家）②、

李德启（通满文）③等均常与之研讨学问。20 世纪 30 年代，北图设特藏部，搜罗满、蒙、

藏等民族文献，彭色丹与于道泉、李德启任其事，奠定特藏部文献收藏之基础。④1934 年至

1946 年，于道泉赴法、德、英诸国留学、任教，彭色丹留守北平，谨任职事，颇称勤慎。

著有《藏蒙满汉四体合璧佛教名辞集》（1933 年稿本）⑤、《（藏文）翻译名义大集新编》

（与于道泉合编，1936 年手抄本）⑥、《五体清文鉴索引》（约 1940 年代稿本）⑦，惜均未刊

印，俟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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