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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两次通过典籍与文化讲座与读者见面，第一次介绍了西藏文化，只是泛泛而谈；第

二次专门谈了汉藏文化的双向交流。 

国家图书馆历来就重视民族典籍和民族文化。今年是我的老师于道泉教授诞辰 100 周

年，于先生从国家图书馆成立之初就在特藏部工作。他毕业于齐鲁大学，由陈寅恪先生推荐，

在袁同礼先生任北平图书馆馆长期间从事蒙、藏、满三种文字的收集、整理、编目工作，这

在当时是个创举，北京当时有这个条件。清代的天京翻经局是国家专门出版满、蒙、藏文的

经典和有关书籍的出版单位。民国以后，民族典籍流落到世上，没人注意，倒是外国研究中

国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中国历史和少数民族文字的人对此特别关注。当时国内最早开始注

意这些文献的就是国家图书馆，请了于道泉先生来从事这个工作。于先生从 1926 或 1927

年起，直到 1934 年到法国留学，工作还一直兼着。他在海外 16 年，时时刻刻关心国家图书

馆资料的收集。我曾看到袁同礼先生在意大利访问时期为与欧洲藏学专家联系有关藏学资料

收集和整理事给于先生写的信，信现在还保存着。1949 年于先生得知这个消息，就从英国

回来了。当时北京已经和平解放，南方还在战争中。他经过香港、天津回到北京，接受北大

的聘书，在北大东语系建立了藏语专业。聘书在胡适担任校长时，于 1946 年就向在英国的

于先生颁发了。于先生回来时，胡适已经离开北大，当时由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教授继续

发聘书。于先生在北大任职，同时回到北京图书馆，馆里开了会，有记录，用非常严肃的形

式在图书馆公告栏刊登出通告，继续聘于先生担任特藏部管理兄弟民族部门的主任，工资以

小米计算。这份东西于先生一直留着。他从事这工作也直到 80 年代。为纪念于先生诞辰 100

周年，我们出了本书——《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把他的传记、年谱编出来，还

有他在解放前北图馆刊上发表的文章，连同专著找到一起，结集出版了。2001 年 10 月 28

日于先生诞辰 100 周年时，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开了学术追思会。 

作为于先生的学生之一，我和国家图书馆也保持了密切的关系。我们经常在图书馆受

到教育，得到帮助。我今年 73 岁，几十年来从图书馆得益太多了。我深深感到，与我在巴

黎见到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伦敦的英国印度事务图书馆的查书所得到的帮助比，

受益更多的是我们的国图。尤其现在的国图，在北京的青年和专家学者间搭起桥梁，开办讲

座，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这对我们国家文化的普及提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我想在

这里重复一点，就是我们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多民族国家在世界上是受到大家关注的。民



族问题、不同文化的问题，已经引起全世界注意了，有很多的冲突现在发生了。9 月 11 日

发生在美国纽约世贸大楼被炸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那天我正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西方的朋友很惊愕，我自己也觉得突然，看到电视以后惶惶然，好象世界性的灾难降临一样。

这里我们看很重的一个问题，是以宗教作为运载工具的文化冲突，这种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中国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56 个民族生活在一起，更应该花精力研究、理解，使我国各民

族在今后发展中更顺利、更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