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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王国是中国历史上由藏族先民所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在它最强盛的公元

8、9 世纪的百余年间，它所管辖的国土面积超过了唐朝的国土面积。当时地处中西交通要

道上的重镇敦煌，也在吐蕃管辖和治理的范围之内，而且一度成为吐蕃的文化中心。这里曾

经集中了一大批汉、蕃和西域各民族的文化人。几代吐蕃赞普曾在敦煌指挥作战和处理国家

政务，吐蕃王朝也是在敦煌大举进行封建改革，真正接纳了唐朝等邻国的先进经济文化，大

力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促进了吐蕃社会的重大变革；吐蕃王朝代替唐朝担负

起保护和管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的艰巨任务；赞普的王妃和宰相在这里

组织和主持了佛经的翻译、抄写和传播事业。在吐蕃统治敦煌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吐蕃语

言成为陇右乃至中亚的通用语言。所以，敦煌地区保存了大量吐蕃时期的历史遗迹遗物和吐

蕃古藏文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详细而完整地记录了吐蕃治理下的敦煌和陇右地区的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以及后吐蕃时代的敦煌和陇右地区的社会历史民族语言等。是

敦煌文献中仅次于汉文文献的资料。 
1900 年敦煌藏经洞开启以来，这些文献资料有一部分流失到国外，一少部分散散于国

内其它地方以外，大部分都收藏在甘肃省各地，如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敦煌研究

院、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档案馆、永登县文化馆等处。仅敦煌市博物馆一处，就保存了古

藏文的写经和社会文书近 4000 件，其中卷式佛经 350 件（号），贝叶式写经 3200 多件（号）、

8600 多页。甘肃各地保存的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总数达 4000 多件（号）、10000 余卷页），

其内容主要是写经，也有一少部分社会文书。写经中有大量被废弃物的经页，有吐蕃王妃、

宰相和著名历史人物的写经、校经题记；社会文书中也有关于吐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

民族关系、宗教活动等各方面的记录。因此，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凸显出极其珍贵的历史人

文价值，需要好好地保护和研究。但是，一百多年以来，这批文献一直没有得到妥善保护，

特别是一部分残片的保存保存情况十分令人担忧。由于没有比较好的保管场所，也没有好的

保存条件，使这批珍贵文献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地保护。因此也就无法提供给专家专家们进行

研究。为此，本着抢救第一、保护为主的原则，急需解决对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的保护问题。 
目前各国保护敦煌遗书残片的方式不一，有用玻璃、塑料膜夹住的，也有用软纸包裹放

入纸信封的。纸信封的优点是稳定性好，缺点是纸张不透明，学者在阅读残片时，必须直接

触摸原件，容易造成对原件的损害，而且藏品不固定，容易错乱；塑料膜和玻璃的优点是透

明，学者阅读原件时，不需直接接触原件；缺点是它们不是自然材料，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

它们的稳定性，而且玻璃比较笨重，透气性差。 
通过比较，结合甘肃地区的气候条件，和便于学者们研究的需要，我们认为以上三种方

法中，以塑料膜夹的保护办法为最佳。塑料膜选用稳定性好、温度硬度适中、适应于长期保

存的特制聚乙烯材料制作。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包括部分汉文及其它民族文献残片）总数

约 30000 件（片），按写本大小制作各种规格特制高级塑料膜夹 30000 个；敦煌市博物馆需

要专门的库房及相关设施，甘肃省图书馆、敦煌研究院需要专门的藏品柜（架），其它零星

藏品也需要相应的保存装置。 
与此同时，我们将在全面、系统地搜集和整理甘肃各地收藏的敦煌出土吐蕃文献的基础

上，编写《甘肃藏敦煌藏文献叙录》，为学界提供第一手研究文献，同时也为这批文献建立

更好的保护档案，根据文书内容及保护现状等划分文物等级，拟定长期的保护和研究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