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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润华先生在满文文献目录学上的贡献 

 陈虹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满文作为清朝的“国语”，在约 300 年的时间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形成了大量满文档案

文献。这些档案文献对全面了解满族语言文字和清代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长

期以来，学界对满文档案关注较多，对满文古籍文献关注较少，而国家图书馆的黄润华先生

就是国内较早对满文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学者，特别是在满文文献目录学方面，做出了令

人瞩目的贡献。 

黄润华先生曾于 1975—1978 年赴故宫博物院进修满文，此后充分利用国家图书馆（原

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的丰富馆藏，并与其他学者合作，先后出版了《全国满文图书

资料联合目录》《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满文文献知见录》三部满文文献目录学著作，

为满文文献的整理、满学研究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嘉惠学林至深。值黄润华先生仙逝之

际，特撰此短文，聊表怀念之意。 

 

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 
 

1975 年，周恩来总理曾就全国善本总目编纂工作作出指示。对此，黄润华先生认为，

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从而前瞻性地提出“在发掘、整理中华

民族古代文化宝库的工作中，除了汉文化外，对于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化遗产，也必须给予极

大的重视和关心，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完整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优秀传

统”①。因此，全国善本图书总目也应包括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善本图书。此前，国内的满

文文献目录著作仅有 1933 年李德启编、于道泉校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满文书籍联合目录》，收录不甚完备。为充分发掘和保护满族的文化遗产，黄润华先生萌生

了编纂全国满文图书联合目录的想法。 

为完成《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的编纂，黄润华先生

和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屈六生先

生等同仁合作，组织开展了我国首次全国范围内的满文图书资料

普查工作。这项工作艰巨繁杂，工作初始便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

题。首当其冲的即是满文专业人员缺少，这导致了部分藏书单位

无法对其满文藏书进行系统整理，满文古籍或堆砌一角，或同其

他书籍混放，编辑组成员需要协助这些单位拣选满文古籍、制作

书签卡片，甚至是清扫库房。编目的另一难题在于满文书目的特

殊性，满文书籍既有满文书名，又有汉文书名，两者之间的翻译

又有音译和意译之分，在实际的识别操作中具有很大的难度。面

对重重困难，编目组成员知难而进、精益求精，认真核对每一部 

 

图 1  《全国满文图书资

料联合目录》封面 

①黄润华：《民族文字古籍整理管见》，《国家图书馆学刊》1983 年第 3 期，第 2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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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文古籍的相关情况，高质量地完成了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满文文献目录学上的著作，贡

献了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满文图书联合目录，受到了业内人士的好评。 

《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于 1991 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全国 18

个省、市、自治区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及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资料室等

50 余家单位的满文图书资料 1708 种，其中图书 1015 种，石刻拓片 693 种。图书部分参考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进行编排著录，分为哲学、伦理学、宗教、法律、军事、语言文

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数学、天文、医学、兽医学、水利、综合 16 大类，类下各

书按汉文书名音序排列。每种书依次著录书名、著者或译者、出版年代、出版者、版本、文

种、册数、版框信息、馆藏情况等信息，其中书名分别列以汉文、满文和满文拉丁转写。石

刻拓片以各朝年代先后为序，每张拓片依次著录碑名、作者、文种、年代、尺寸、张数、原

碑所在地、馆藏情况等信息，碑名亦分别列以汉文、满文及满文拉丁转写。书后附汉文笔画、

汉语拼音、满文书名、拉丁字转写、作者 5 种索引，便于读者检索。 

《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的出版，是对全国范围内满文藏书的首次系统整理，基

本反映了我国的满文藏书概况。该书的编纂体例也为之后满文文献目录的编纂提供了优秀的

范例，不仅为 2008 年出版的《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今天满

文文献数字化的建设亦有积极影响。 

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 

《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书成后，黄润华先生有感于国图丰富的满文古籍馆藏，

随即着手国图满文文献图录的编纂。国图的满文藏书主要源于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在筹

建京师图书馆时，由内阁大库拨交的 40 多箱满文图书。此后，又从多处采访搜求，扩充馆

藏。据黄先生统计，国图收藏的满文图书约 600 余种，拓片约近 700 种，舆图约 50 余种，

另有相当数量的档案。黄先生精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305 种，编成《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

图录》一书，于 2010 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图 2 《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封面 

 40 



文津流觞                                                    2023 年第 3 期 

《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按版本和资料类型分为刻本、抄本、档案、拓片和舆图

5 个部分，其中刻本 151 种，抄本 97 种，档案 34 种，拓片 13 种，舆图 10 种。每种文献均

配以高清书影彩照，制作十分精美。除著录书名、文种、版本、行款、尺寸、馆藏地等基本

信息外，部分文献还简要介绍其内容、版本价值等。 

《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主要收录国内出版的满文及满文与其他文字合璧的图

书，其次为石刻拓片。满文档案和舆图一般认为不属于狭义上的文献，故未予收录。《国家

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在前者整理基础上，结合国图满文文献藏书实际，扩展了收录范围，

档案和舆图独立列项。同时又细化了图书分类情况，书籍从版本上分作刻本和抄本两类。此

外，《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中的每一种文献均附高清扫描书影，让读者能够更直观

地了解每一种满文文献的概貌，因而在众多的满文文献目录中独具特色。 

黄润华先生在整理编纂图录的同时，又十分具有问题意识和学术视野，对满文图书的版

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撰写了《满文官刻图书述论》《满文坊刻图书述论》两篇重

要文章，分别于 1996 年和 1999 年发表在《文献》上。《满文官刻图书述论》详尽介绍了满

文官刻图书的起源、发展、鼎盛、衰落的各个阶段，并对其发展历史背景作初步探讨。《满

文坊刻图书述论》首先介绍了清代各朝的知名书坊，进而介绍了坊刻满文图书的主要内容，

多围绕宣扬伦理道德、四书五经、儿童启蒙、文学作品、满语文专业类图书等展开，文中还

总结列举了满文坊刻本的几个突出特点，全文论述十分详尽。黄先生以这两篇文章为基础，

为《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撰写了详细的前言。 

黄润华先生在其前期成果《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的基础上，聚焦国图满文文献

馆藏，扩展收录范围，细化分类项目，并配以书影图片，编纂成了一部兼具科研、收藏和鉴

赏于一体的优秀著作。他本人又在编纂图录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撰写研究文章，为满学研

究领域贡献了优秀的学术成果。 

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满文文献知见录》 

随着满学研究的日益繁盛，我国满学界同国际的交往交流也愈发增加，国外满文藏书情

况也引起了黄润华先生的关注。在退休之后，他又和屈六生先生合作，完成了一部收录范围

更广、著录内容更丰的满文文献目录著作。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所限，部分国内外的满文

文献无缘亲见，仅能通过目录、卡片等渠道获知信息，故谦虚地命名为《满文文献知见录》，

于 2022 年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 

《满文文献知见录》收录全国 50 余家单位和日本、英国、俄罗斯、美国、法国、德国、蒙

古国、澳大利亚 8 个国家 16 家单位收藏的满文图书 2000 余种、石刻拓片 800 余种、档案

200 余件。该书分为图书、档案、石刻拓片三卷，每卷下分别编目。图书卷按《中国图书馆

分类法》（第五版）分为哲学、伦理学、宗教、法律、军事、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

地理、数学、天文学、医药卫生、兽医、水利工程、综合 16 个类别，每种书依次著录书名、

文种、著者及著作方式、译者及所译文种、版本、抄本的开本或刻本的版框规格、卷册数、

装帧形式及版面情况、附注项、收藏单位等信息。档案卷分为档案、印谱、诰命敕命三部分，

每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列，著录信息与图书卷大致相同。石刻拓片卷以朝代划分，按照时间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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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排列，年代不详者单独列为一部分，著录题名、文种、责任者、尺寸、地点等信息。书前

附凡例、满文字母穆林德夫转写对照表、收藏单位代号表，书后附汉文索引和满文拉丁字母

转写索引以及碑文助读，编排体例更加科学实用，方便读者检索阅览。 

《满文文献知见录》是迄今为止对现存满文文献进行的一次最具系统性的调研及归纳总

结，涵盖了国内外多家满文文献收藏单位的藏书，介绍了一些罕见的满文古籍善本、孤本，

扩充了国内满文文献目录的著录信息，同时又增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满学研究

的进一步发展。 

黄润华先生一生笔耕不辍，泽被后学，为满学研究领域贡献了三部目录学力作，是当之

无愧的满文文献目录学大家。这三部工具书，是笔者在工作中时常翻检的著作，总能从中获

得研究灵感，可谓常读常新，在此对黄先生表达深深的敬意。 

 

图 3 《满文文献知见录》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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