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座要办出特色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史金波 

 

感谢国家图书馆和高校古委会举办了“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为什么要感谢这

两个部门呢？因为像我们这样长期做研究的，写点文章，写点书，也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研

究的圈子不太大，光圈子里面的人交往是不够的，这种典籍文化还需要宣传普及。中国文化

博大精深，我们国家对传统文化也很重视，中央三代领导人都很重视读书。而且中央也要开

讲座，进行学习。读书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传统。现在提倡各个部门，

包括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新闻媒体、学术界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这与我们国家发展的百

年大计有直接关系。一个民族没有文化，是没有前途的。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如果对中国

的历史、传统都不了解的话，就会失误。当然，我们对外国的事情不了解，也会失误。 

李致忠先生主张坚持特色，我很同意。 

首先，讲座要多学科并重，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大学科，在这个大学科中有许多门类，

听众可以从中选择感兴趣的知识。 

其次，就是多民族的特色。过去是以汉族为中心，其实我们国家有 56 个民族，如果

加上历史上曾经消失了的，有一二百个之多。这些民族产生的民族文化，一部分融合到汉族

文化中来，另一部分还在发展，这些东西是我们知道比较少的。建国后实行了民族平等政策，

民族文化发展很快，各民族的典籍和文物

陆续出土，在国家图书馆中加以宣传和传

播，我想是一个特色。 

另外，从听众能够接受的角度进行

讲演是有好处的。原来我们学术界教学生

有个范围，都是在学术界中，都是和业务

有关的人。我们在民族学院里讲民族问题

比较多，在北大、政法大学讲西夏的法典，

来听的都是研究法律的博士生和硕士生

这个层次。这里就不一样了，谁有兴趣谁来听，方方面面的人，是社会行为，这个对象是别



的地方不能取代的。这个特色，我们应该坚持住。 

还有，我们请的都是一流的专家，这是别的地方、别的城市请不到的。只有北京，只

有国家图书馆才能请到这些站在学术前沿的、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向

大家介绍一些学问。 

我还提一点建议，希望今后进一步开拓领域，扩大范围，大家需要了解的有关中国传

统文化方面的知识，在我们这里都可以听到。其次是深入。比如我介绍西夏文献，介绍两三

个小时完了，实际上西夏作为一个王朝，其内容非常丰富，但大家恰恰对此了解得很少，二

十四史不包括西夏，汉文文献不多。现在西夏文献、文物大规模出土，通过这些文献、文物

的研究，对西夏的历史，对宋、辽、金、元的历史，乃至对中国文化、历史都做了哪些填充

和贡献，都是可以发掘的。比如，西夏典籍里的好几种音韵学著作都是中原地区没有的，通

过它的音韵著作研究、文字著作研究，我们能把西夏文著作解读出来。再有，我们通过西夏

法典了解西夏的社会规范，它对西夏历史填充了哪些东西？现在学术界已经把西夏法典翻译

过来了，应用法典研究它的经济、政治、文化达到一种什么程度？还有许多西夏的社会文书，

我们过去不知道的西夏的基层组织、乡里组织、户口情况、买卖情况，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

对了解西夏的社会，甚至对了解中世纪的社会都有价值。二十世纪大的考古发现中，黑水城

文献的发掘也是其中之一。我举了西夏的例子，其实很多学科都有这样的问题，有待深化研

究，发掘其内涵。比如敦煌吐鲁番的问题，内容太丰富了，大家也一定能有兴趣。 

    希望讲座越办越好，也要越办越有特色。使读者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得到应有的知识。

我们也有些感到悲哀的地方。我们在研究上做了许多工作，但中学历史教学是个什么情况？

学理科的学生不学历史，大学学历史的招生很困难，分配也很困难，包括北京大学这样的学

校，招生的要淡化一下才行，我觉得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对于我们这样有五千年传统历史文

化的大国来讲，我感到很不舒服。但这个情况是不会太长的，不会永远功利下去、物化下去。

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得到弘扬和发展，使我们的建设事业得到更大的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