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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语言文字类讲座简述                                 

 常荩心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自 2001 年开办以来，已举办 380 讲。其中关于语言文字的讲

座有 35 讲，可分为三类，其一为汉语语法及音韵主题讲座，包括语法发展历程、声律与音

韵学等内容；其二为汉语文字发展不同阶段的主题讲座，包括早期的符号与文字、甲骨文、

简牍、石鼓文等；其三为民族文字文献讲座，涵盖了佉卢文、藏文、回鹘文、契丹文、西

夏文、蒙古文、东巴文、傣文、彝文、满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相关文献。以下对这三

类主题讲座的内容作一回顾。 

一、汉语语法及音韵主题讲座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举办汉语语法及音韵类主题讲座 4 讲，对国学视域下的汉语

音韵学、声律学与中外文化关系和汉语语法的发展历程等问题进行了讲解。 

1.《沈约“四声”及其与印度文化的关系》（2001 年 10 月 28 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书法家、书画

鉴定家启功先生主讲。中国的诗歌格律从南朝

沈约开始才有系统的说法，这种说法见于《南

齐书》《南史》等书。清代中期以来的学者认

为中国语言“四声”是受印度人唱颂梵呗的启

发而产生。启功先生介绍自己对“四声”及其

印度文化关系的认识，指出清代学者的说法缺

乏事实依据，是当时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并认为早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文人已经注意

到声韵的和谐与平仄的对仗。 
 

启  功 

2.《国学的传统与创新——以汉语音韵学为例》（2001 年 8 月 5 日） 

 

聂鸿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现民族学

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聂鸿音先生主讲。

聂先生以汉语音韵学为例，探讨传统人文学

科在当代学术界的出路。讲座回溯了 20 世

纪汉语音韵学史上的几次重大创新，分析造

成新的资料和方法论的条件，介绍传统音韵

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指出音韵学创新的必

要性和前提条件，并探索了音韵学在今后学

术研究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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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语语法学发展历程和展望》（2002 年 1 月 13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杨成凯先

生主讲。讲座展示了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情况，

重点介绍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观点，比较它们的得

失，从科学角度对若干历史问题予以再认识，阐

述可能的发展方向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讲人关

注了汉语语法学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问题，以及

学者对这些问题如何认识，今天应该怎样看待这

些问题和不同学者的论点，并对若干重要历史问

题研究过程进行回顾和重新分析。 
杨成凯 

4.《汉译佛经与佛教汉语的形成》（2004 年 10 月 30 日）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庆之主讲。从公元一世纪到十一世纪，大量印度佛教经典被译 

成汉语，为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提供了最基本的条

件，直接导致了中国佛教的产生。当然， 佛经翻

译的意义远不止此，仅从汉语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它是古代汉语和印欧语之间的一次大规模的语言

接触，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朱教授的讲座围绕佛教梵语与佛教汉语、汉译佛

经及其相关问题、佛教汉语的性质、产生的原因

和意义以及佛教汉语研究的现状与期望四个方面

进行了解读。 

 

朱庆之 

二、汉语文字发展史相关主题讲座 

这一主题涉及讲座 9 讲，从考古发现的早期符号到简牍文献与石鼓文，可以反映出汉

字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形态，让听众对汉字的发展历程和相关古籍文献有了初步认识。 

1.《考古发现的早期符号与文字》（2013 年 12 月 15 日）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老师主讲。这场讲座对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二

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遗址中的早期符号与文字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文字的

起源并非一源，而是多源的，而文字出现的原因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

度复杂化的产生有关。多年的考古发现表明，龙山文化中晚期在社会生产力、生产工具和

祭祀信仰等方面均达到了一个较为发达的时期，同时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分配不均，阶

级分化开始出现，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需要文字规范社会秩序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文字应运

而生。 

2.《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2013 年 4 月 21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徐义华研究员主讲。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

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徐义华研究员介绍了汉字发展简史，解读了甲骨文的

发现过程及重要意义，并对甲骨文基本知识，如：古代的骨卜与龟卜、认甲识骨、其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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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甲骨刻辞、占卜的过程、甲骨文的契刻与分布、甲骨卜辞的构成、甲骨文的分期等问

题都进行了详细讲解。 

  

袁广阔 徐义华 

3.《殷墟甲骨文中的地理文献》（2001 年 7 月 28 日）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马保春教授主讲。甲骨文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占卜之辞，但是其

中包含有天文、地理、气象、农业、战争、娱乐、疾病、计时、刑法等各种内容，地理文

献也较为丰富。甲骨文中的地理文献主要以地名形式出现在卜辞之中，讲座综合前人各种

分类方法，提出了几种常见的甲骨文地名文献的类别，比如表示区域的地名文献、方国族

属的地名文献等，并举例说明这些甲骨文中的地名地理文献。通过了解和研究甲骨文地理

文献，令听众管窥中国早期历史发展的空间舞台。 

4.《出土简帛记述的古代中国》（2017 年 12 月 23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邬文玲研究员主讲。简帛的出土是重大的考古发现之

一，它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明清大内档案，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界的四大发现。

邬文玲研究员向听众介绍简帛的基础知识、简帛的发现与研究、简帛学的形成以及主要研

究内容，利用出土实物资料与听众一起探求记录在出土简帛上的不同于传世史书的中国古

史面貌，揭示出土简帛的价值。 

  

马保春 邬文玲 

5.《从出土实物看简帛时代书籍文化》（2018 年 11 月 10 日）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郭永秉教授主讲。讲座主要围绕简帛时代书籍所

承载的图文内容之外的外在形式特征（包括书籍制作、使用及收储等问题）和书籍图文内

容抄写绘制的规律和特点两方面展开，郭永秉教授结合大量出土实物介绍中国古代简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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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的基本情况，让听众对简帛文字和书籍有了直观的认识。 

  

刘国忠 郭永秉 

6.《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2014 年 2 月 16 日）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刘国忠教授主讲。2008 年 7 月，清华大学抢救入藏了一批流失海外

的古代竹简。经整理统计，总数约为 2500 枚。由于这批竹简由清华大学收藏，人们循惯例

称之为“清华简”。讲座介绍了清华简的入藏与整理过程、清华简的特点、清华简对古代文

史研究的推动作用等内容，并指出随着整理工作的不断展开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清华简重

要学术价值将不断得以体现。 

7.《走马楼吴简中的临湘侯国》（2019 年 11 月 2 日）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凌文超副教授主讲。走马楼吴简于 1996 年 10 月在湖南省长沙

市五一广场走马楼古井群 J22 中出土，共计约 10 万枚。这是首批出土于古井中的简牍，自

此之后，湖南地区古井中出土简牍呈现“井喷”之势。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主要是孙吴嘉

禾年间临湘侯国的一些行政簿书，忠实地记录了临湘侯国日常处理的政务，真实地反映了

临湘县廷日常行政的基本特征。讲座介绍了走马楼吴简的出土概况及其独特性，吴简与《吴

书》内容的异同，吴简簿书的内容构成及其所反映的临湘侯国的行政日常、官民互动的情

况以及吴制的历史地位。 

  

凌文超 邹大海 

8.《出土简牍开启中国古代数学世界的大门》（2013 年 5 月 19 日）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邹大海研究员主讲。近 30 年来出土的大量简牍材料特别

是多部数学著作，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数学世界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邹大海研究员展示

了出土简牍所载两千多年前的数学文献，其中包括了大量数学方法、思想和问题，比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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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四则运算、最大公约数求法、各种比例算法、面积和体积求法，以及被称为万能算法的

盈不足方法、暗含勾股定理应用的趣题、正负数概念的使用等，讲解数学发展与社会环境

的关系、简牍对检验和改进研究结论和研究方法的意义，以及简牍对重建战国至汉代数学

发展基本脉络的重要价值。 

9.《乾隆与石鼓文》（2014 年 1 月 12 日）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施安昌先生主讲。施先生根据乾清宫旧藏石鼓文和相关的御制诗

文，梳理出清乾隆皇帝传拓石鼓、考证鼓文和新编重刻石鼓等史事，认为乾隆本人对石鼓

怀有浓厚兴趣，奉之为“千秋法物”，同时从石鼓得到启发，一再阐明其“述古兴贤” “述

古传今” “重道崇文”的文治思想并提出了保护和复制石鼓的具体办法，乾隆皇帝的一系

列举措也推动了乾嘉考证学的发展。 

  

施安昌 聂鸿音 

 

三、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主题讲座 

少数民族文字是我国语言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记录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民族文字古籍文献是中华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结合

我馆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馆藏组织策划了 22 场民族文字文献主题讲座，各讲座一般按总论

及各民族文字产生的先后来排序，简述如下： 

1.《少数民族文字文物的辨伪》（2015 年 7 月 12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聂鸿音先生主讲。存世有一些少数民族

文字的书籍和带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物，人们见到这些书籍和文物时首先想到的是断其真

伪。此前的文物鉴定大都建立在专家的个人经验上面，缺乏学术界共同遵守的一套科学准

则。2010 年，中国和芬兰学者首次合作提出了判别石刻真伪时需要考虑的五个要素，即所

用石料的类型、石料加工的早晚、镌刻质量、书写风格、语言学和历史学分析。讲座以 2011

年中国学术界围绕几件契丹墓志的争论为线索，介绍这五个要素在鉴定实践中的应用以及

遇到的困惑，兼及近年来见诸报道的其他民族文字文物，引发人们对文物鉴定统一标准的

思考。 

2.《少数民族文字文献》（2008 年 7 月 5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先生主讲。中国历史上先后创制或使用过 30 多种少数

民族古文字，形成了种类多样、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国少数民族

文字及其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国古籍文献宝库，促进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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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不可

忽视的重要作用。讲座概要地介绍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历史和特点，并分别介绍各种

民族古文字及其重要文献。 

3.《民族文字古籍——中华古籍的瑰宝》（2010 年 6 月 22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先生、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润华先生主讲。讲座为

听众介绍民族文字的类型、民族古籍的定义、装帧形式和价值等问题，并用实物和图片相

结合的形式，向听众展示了粟特文、藏文、西夏文、蒙古文、满文等北方少数民族古籍和

南方的纳西东巴文、傣文、水文古籍的基本情况，并探讨了民族古籍文献保护的问题。 

4.《中国民族古文字的文字学意义》（2021 年 7 月 16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族文字文献研究室主任孙伯君主讲。

讲座介绍了中国几种古老的民族文字，包括纳西东巴文、尔苏沙巴文、彝文坡芽歌书等，

分析纳西东巴文与系统的“助记符号”，以及彝文、傈僳音节文字与成熟文字，探讨了民族

古文字对“六书”的继承与发展，分析了契丹小字和女真小字与文字对语言的适用性等问

题，孙老师指出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性符号，尽管文字是助记、传递或记录语言的符号

系统，但决定一个民族选用哪种文字记录本族语的主因并非语言因素，而是宗教信仰、政

治背景和文化认同。 

  

孙伯君 段  晴 

5.《佉卢文世俗文书所反映的社会问题》（2015 年 5 月 10 日）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语系教授段晴老师主讲。佉卢文是南亚次大陆曾经使用的两

种文字之一，曾经流行于现在的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到塔克西拉一带，是古代贵霜王朝的官

方语言。在中国的新疆地区，古代鄯善国和于阗国都曾使用佉卢文作为自己的语言。段晴

老师介绍了佉卢文的使用和佉卢文文献的发现情况，利用我国新疆发现的佉卢文文书和简

牍，通过几个案例，探索分析了古鄯善王国的家庭与社会生活。 

6.《藏文文献纵论》（2013 年 12 月 16 日）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沈卫荣教授主讲。藏族是一个特别喜欢书写的民族，藏文文献无

论从数量，还是从种类而言，都仅次于汉文文献，文献的保有量非常巨大。沈卫荣教授就

藏族的书籍文化、藏文的形成、藏文文献的利用状况等问题展开讲述，着重介绍了敦煌古

藏文文献、藏文文献的精华《藏文大藏经》、藏外佛教文献、藏文历史文献、哲学文献、论

道文献、仪轨文献、非文学类艺术和科学文献、传记类文献的内容和版本情况，并展示了

大量相关文献图片，让读者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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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藏文文献的搜集、编目与利用》（2021 年 1 月 27 日）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及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副教授萨尔吉主讲。讲

座就藏文文献的界定、国内外的收藏情况、藏文文献目录学的建立、如何利用藏文文献、

藏文文献的研究等方面作以介绍，总体上对藏文古籍文献的搜集作了回顾，并就藏文文献

的现状和未来提出了看法。萨尔吉教授指出藏文文献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为全

人类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财富，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其保护、传承与发扬光大。 

  

萨尔吉 张铁山 

8.《回鹘文及其文献》（2020 年 11 月 24 日）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张铁山教授主讲。回鹘文是回鹘于 9—15 世纪

使用的一种音素文字，它来源于粟特文，并对蒙古文、满文、锡伯文等民族文字产生过很

大影响。现存的回鹘文文献主要有碑铭、写本、刻本和文书等形式，其内容十分广泛，是

中华民族丰富文化遗产之一，也是研究回鹘社会历史、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

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重要材料。讲座讲解了回鹘历史概况、回鹘文、文献的类别、现存主要

文献、国内外收藏及研究情况等内容，全面系统地介绍回鹘文及其文献的基本情况。 

9. 《从〈玄奘〉到〈玄赞〉——宋代翻译家胜光译作》（2021 年 12 月 1 日）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教授主讲。汉文《玄奘传》以及《金 
 

 

光明经》《妙法莲华经玄赞》等大乘佛经早

在一千多年前就被古代西域学者胜光法师翻

译成了回鹘文文献。阿依达尔教授讲解了胜

光法师翻译这些佛教经典的方法与风格，通

过现存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可以发现，新疆各

民族曾经信仰过佛教，并从汉文翻译过大量

佛经和经典著作，非常熟悉中原文化。这也

是新疆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休戚与共，彼此

欣赏，交流交往交融的活生生的历史。听众

从胜光和他的译作中，可以感受到强烈的中

华文化认同和家国情怀。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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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契丹小字的解读》（2008 年 4 月 26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聂鸿音先生主讲。契丹小字是一种独特

的契丹文字，是耶律迭剌（耶律阿保机之弟）在公元 925 年左右，受回鹘文的启发而创造

出来的，它主要使用类似汉字偏旁部首的表音符号来拼写契丹语词汇。讲座分为契丹文字

简介、解读契丹小字的基本思路、解读方法的质疑、解读契丹文字未来工作四个方面，带

领听众领略了契丹文字的特色并对未来的解读思路作以启发。 

11.《西夏文献探秘》（2001 年 5 月 27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现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金波先生主讲。西

夏文化是中国文化中辉煌灿烂的一页，西夏创制民族文字，崇佛尊儒，其典章制度堪与中

原大国媲美。西夏文献对于研究西夏的历史文化、西夏与中原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活字印刷

起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出土西夏文献类别繁多，可以分为语言文字类、历史法律类、

文学类、经典译文类、佛教经典类等，史金波先生对西夏文献各个种类作了详细介绍，带

领听众揭开了西夏文献的神秘面纱。 

12.《西夏珍贵古籍今昔》（2017 年 8 月 20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先生主讲。讲座围绕西夏王朝的兴衰、西夏文字和古

籍、西夏古籍的发现和流失、寻觅整理国内西夏古籍、西夏古籍再生性回归以及西夏文古

籍的研究和利用六个问题展开。通过史先生深入浅出地讲解，让听众了解了西夏珍贵古籍

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并对中国古代的西夏王朝的整体情况有了初步认识。 

  

史金波（2001） 史金波（2017） 

13.《回归考据学：西夏佛教文献研究的新动向》（2007 年 1 月 13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聂鸿音主讲。佛教在西夏的国家政治和

国民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现今存世的西夏文献绝大多数都是佛经的译本，这导致

西夏文献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夏佛经的研究，这也是解读西夏文献的长期任务。聂鸿

音先生指出对西夏文献严整的解读规范为考据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四行对译法和文献对勘

法，并认为近年来西夏佛教文献的研究已经回归了考据学，其成果表现在对西夏文佛经残

片的鉴定、对某一种西夏文佛经的“辑佚”以及对某一种西夏文佛经的详尽注释三个方面。 

14.《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西夏学研究》（2007 年 10 月 27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孙伯君主讲。讲座简要介绍了西夏的概

况和西夏文创制，回顾了 20 世纪以前世人所知的西夏文献和最有价值的三项发现；系统阐

述了西夏学的发端和重要学者的初步研究成果；介绍以黑水城文献的发现、《番汉合时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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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的发表为开端的西夏学研究新时代；讲座最后对日本早期西夏学研究、中国早期西夏

学的研究以及西夏文的早期研究作以总结和回顾。孙伯君研究员指出回溯西夏学研究的历

程，总结其间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今后大规模的西夏文献的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对西夏

的历史文化进行综合的深入研究。 

15.《蒙古族古代文字及其文献概览》（2021 年 3 月 25 日）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卫拉特学

﹒托忒学中心主任叶尔达先生主讲。历史

上，蒙古族所使用过的文字较多，包括回

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阿里嘎里文、托

忒文、索永布文、瓦根达尔文、西里尔文

等等。蒙古族所使用过的文字符号在其创

制方面具有两大特点，其一，蒙古族基本

上采纳和借鉴了阿尔泰语系民族与汉藏语 叶尔达 

系民族所使用的文字符号，在此基础上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其二，蒙古族除了借鉴和采纳

上述兄弟民族文字符号之外，还不断对现有的蒙古文文字符号进行了改善。讲座从阿尔泰

语系民族与蒙古族文字以及汉藏语系民族与蒙古族文字两个大的方面逐一介绍了蒙古族所

使用过的古代文字及其相关文献。 

16.《托忒蒙古文及其文献：以伊犁河流域厄鲁特人民间收藏为中心》（2021 年 4 月 23

日）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卫拉特学﹒托忒

学中心主任叶尔达先生主讲。在蒙古族的历史上，托忒文属于重大的文字改革之一，其影

响深远。目前中国境内收藏的托忒文文献主要在民间，而新疆伊犁河流域是收藏托忒文文

献最多的地域。讲座就托忒文的创制及其传播、伊犁河流域厄鲁特人民间收藏托忒文古籍

作以介绍，并对未来托忒文古籍的研究与保护工作进行了展望。 

17.《〈元朝秘史〉的特征及版本流传》（2017 年 9 月 24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乌兰老师主讲。《元朝秘史》或《蒙古秘

史》之名，在蒙古人中间家喻户晓，在其他民族当中也具有很广泛的知名度。然而，能够

直接读懂这部书的人并不很多，因为它是一部“特殊形式的汉字史籍”，其正文是用汉字音

写的蒙古语，另附有汉语旁译和总译。《元朝秘史》尽管是一部史书，但从整体上来看，其

撰写风格呈现出较多的文学色彩，也可以说是文史不分。讲座主要围绕《元朝秘史》的基

本情况进行介绍，涉及这部书的形式和撰写风格、书名、主要内容、成书时间、作者、学

术价值、版本流传情况等方面。 

18.《故宫旧藏蒙古文古籍》（2017 年 10 月 29 日）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馆员春花主讲。自清朝开国以来，蒙古族在清朝整个历史舞台

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清朝的众多民族政策中，满蒙联盟是保持最长远、最重要的

民族政策。清廷在文化方面倡导蒙古人“普及学校教育” “信奉佛教”等积极政策，因而

在清朝统治期间，很多宝贵的蒙古文古籍文献得到刊行传世，其内容涉及哲学、宗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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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治、历史、语言、文字、天文、地理、文学、教育等领域，其形制丰富多样，主要

以康熙朝、乾隆朝的内府刻、写本为主。春花老师就故宫图书馆旧藏蒙古文古籍内容进行

了介绍，展示了经部小学类、史部杂史类和传记类、子部释家类和天文算法类蒙古文古籍，

并指出这些古籍的编纂、刊行与清朝对蒙古族推行的文化政策有密切关联。 

  

乌  兰 春  花 

19.《21 世纪彝文古籍文献整理研究进展与成就》（2021 年 9 月 29 日）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朱崇先教授主讲。彝文典籍是人类文化宝藏

中的富矿，对其进行抢救和保护以及整理研究，是当前贯彻实施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古籍整理这一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世纪，我国迎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古

籍整理及古代文献开发利用的大好机遇，朱崇先老师总结了 21 世纪彝文古籍文献整理研究

进展与成就，包括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先后立项，并陆续取得重要成果、

彝文古籍学术论著陆续出版问世、彝文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得到了培养以及建立完善彝文文

献专门机构等方面。 

  

朱崇先 吴元丰 

20.《世界记忆遗产纳西东巴经典中的多民族多元文化漫谈》（2021 年 5 月 27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木仕华先生主讲。东巴文被称之为世界

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被誉为文字的“活化石”，东巴古籍文献在 2003 年就已入选世界

记忆遗产名录。讲座就丽江的纳西文化、东巴经典的文字特点等话题展开演讲，对东巴经

典文献面貌作以概览，介绍了作为世界记忆遗产的东巴经典的意义与价值，并解读了东巴

经典中的多民族多元文化。 

21.《南传佛教与傣文贝叶经》（2001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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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张公瑾主讲。南传上座部佛教于公元 5 世纪前后传入云

南西双版纳地区，随之创制傣文用来翻译佛典，因刻写在贝叶上，称为贝叶经。傣文贝叶

经属南传上座部巴利语系大藏经，保存着佛教经典早期的面貌，有着特殊的研究价值。张

公瑾先生带领听众回顾了佛教创立、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介绍南传佛教经典如何传入中国

以及傣族人民怎样接受佛教，并对傣文贝叶经的概貌、价值和作用作以讲解。 

22.《满文与满文历史文献》（2020 年 12 月 25 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吴元丰先生主讲。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古以来，

各个民族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宝库。满族作为建立中

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民族，不仅创造了满文，而且将满文作为清朝的通用文字来使用，

形成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它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

值。讲座分为满文的创制及其应用、满文文献的形成与保存现状、满文文献的类别与划分、

满文文献的整理编目与数字化四个问题，全面系统介绍满文的创制及其兴衰，满文历史文

献的形成特点、类别划分、存世保存、整理编目及数字化情况。 

 

木仕华 

 

张公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