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本部讲座给我的启发 
 

 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   林世田 

 

    善本部举办的两个免费学术讲座，我有幸多少参与其中，从中获益匪浅。兹谈三点感受： 

     一、敦煌资料中心自 2000 年 8 月迁入新馆后，面临着如何发展、如何定位的问题，我

们一直在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并艰难地寻找着出路。我们曾提出“立足国家图书馆，面向

敦煌学界”的思路，为此有了举办敦煌学讲座的想法。在部主任的鼎立支持下，“敦煌与丝

路文化”系列讲座在 8月 3 日如期举行。在讲座座谈会上，我们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学

会副会长郝春文先生的即兴发言，既充分肯定了敦煌资料中心近年来的探索，又指明了以后

的发展方向，他说：资料中心在做好资料搜集、保证

阅览的前提下，应不断地拓宽自己的工作领域，把资

料中心建成敦煌学的国际交流中心，成为连接海内外

敦煌学和丝路文化学者的一个纽带和桥梁。可谓踏破

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敦煌资料中心在今后

的一段时间内将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各项工作。 

    二、科研工作是善本部，也是敦煌资料中心的命脉所在，科研工作的好坏决定着资料中

心的兴衰。现在科研工作成为业务工作之一，不是做不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做、怎样做的问

题。就我个人来讲，85 年毕业以后，一直在图书馆从事基础业务工作，中间虽然也曾拜师

求教，然而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作系统的科研工作，因此一时无法下手。因为讲座的因缘，

结识了社科院民族所博士导师聂鸿音教授，在陪同他看本部的一个展览时，他指着一件藏品

的说明说：做研究不要好高骛远，立题不要大而无当，要扎扎实实，就拿这件藏品来说，它

的说明就很成问题，说是藏文佛典，是什么佛典，没有指明。在图书馆作研究这就是很好的

下手处，研究它是什么经，是从梵文翻译来的，还是从中文翻译的，有多少版本，在藏传佛

教中占一个什么地位，等等。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我想研究敦煌学何尝不是如此呢！？敦

煌文书总数 5、6 万件之多，绝大多数已经定名，然而还有很多没有定名，或者定名有误的，

它们都可以成为我以后研究的着眼点，《大云经疏》、《永乐大典》佛教文献研究无不是由此

而展开的。 

    三、不用讳言，我们馆在为学术界的服务中还存在种种问题，以前与学术界前辈打交道

时，这些问题时常被提及。作为图书馆的一员，我无地自容，深感低人一等。然而近一年来，



这种情况很少见了，特别是到杭州、兰州等地参加几次国际研讨会，学术界的前辈一提起善

本特藏部办的免费学术讲座，个个交口称赞，很多学术界名流欣然应邀主讲，并且出谋划策，

这时我深切感受到作为国家图书馆一员的自豪，也觉得一年来本部同仁辛苦并没有白费。 

    善本部的免费讲座一岁四个月了，她在善本部的领导及其他同仁的细心呵护下已经茁壮

成长，这时善本部领导功成身退，把有潜力的青年学人推到前台，由他们来主持讲座，相信

善本部明天的讲座会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