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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温暖记忆——怀念老主任黄润华先生 

 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8 月 12 日，古籍馆办公室潘菲用微信转来老干部处张倩竹的通知，黄润华先生在海淀

医院去世。尽管知道黄先生癌症已经扩散，但仍觉突然。 

7 月 13 日《中华医藏》首发式，不见曾为项目做了很多工作的黄润华先生出席，心中

不免遗憾。会后高娃主任听闻黄先生癌症已经扩散，状况不好，于是我和高娃、柳森第二天

便去家里探望。到黄先生家是黄先生的外甥开的门，黄先生穿得干净整齐，精神也好，坐在

客厅，好像就是在等我们。谁能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永别，时隔不到一个月，与这位引领我成

长的前辈竟天人永隔。 

今天急就章写下的这段文字，聊作是对这位可亲可敬的前辈的一点怀念吧。 

一、黄先生简历 

这段简历是我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工作时，申请增补黄先生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

专家委员会委员时做的，做了一点增补，以便更多的同行了解黄先生。 

黄润华，男，江苏省苏州市人，1940 年 11 月生。1965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

语文系维吾尔语专业。1975 年至 1978 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进修满文，1977 年至 1978

年在中央民族学院进修古代突厥文。 

1965 年至 2000 年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研究馆员。其中 1965 年至 1984 年在国家图书馆

善本特藏部民族语文组工作，从事民族文字图书（包括古籍和现代出版物）的收集、整理、

编目工作，先后担任组员、副组长、组长，1984—1991 年在馆办公室任副主任、主任，1992

—1995 年任馆工会常务副主席，1995—2000 年担任善本特藏部代主任、主任，2000 年 12

月退休。 

社会学术活动方面，1980 年参与筹建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工作，并先后担任该研

究会的副秘书长、副会长。1997 年，国家民委启动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撰项目，

自该项目筹备之际即参与其事。 

1999 年北京市民委成立北京市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撰小组总编辑部，下设满文、

蒙文、藏文、多文种等四个编辑部，黄先生担任总编辑部主任兼满文、蒙文编辑部主任。2006

年起担任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顾问至今。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委员。 

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前后工作的 18 年中，黄先生对馆藏的 16 种民族文字古籍皆有

涉猎，了解它们文字的历史和传承过程，对其中学过的文种如满文、回鹘文等作一生文献研

究，又经手采集蒙文《甘珠尔》、傣文贝叶经、青海塔尔寺藏文木刻本和水文等古籍。在国

家图书馆善本部担任行政工作的 6 年间，接触到更多的善本特藏，对汉文古籍的了解和认识

较前有了新的提升，且对汉文古籍与民族文字古籍的比较研究也有较多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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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术研究方面，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对回鹘文进行研究，1980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

版了《明代文献〈高昌馆课〉》，1981 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高昌馆杂字〉研究》（以上两

种专著均与人合作)，上世纪 80 年代还参与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民族辞典》有关条

目的撰写。上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先后在国家图书馆刊和《文献》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多篇，如《满文翻译小说述论》《满文官刻图书述论》《满文坊刻图书述论》等。1990 年作

为主编之一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2003 年与史金波先生合

作撰写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版本》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2008 年与史金波先生合作撰

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探幽》由中华书局出版。2008 年后，主编了《中国国家图书

馆馆藏满文文献精品图录》《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民族文字文献图录》。 

在向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报告中是这样写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遗

产，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做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具有深远的历史

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同样作为保护的重要

部分。 

“但由于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情况比较复杂，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少数民族

文字古籍的普查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一直是难点，也是弱点。而通过几次评

审发现，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研究人员，特别是懂得版本知识的人员更是少之又少。为便于

下一步古籍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推荐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润华同志，增补为全国古

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黄润华先生自 1965 年大学毕业后，即在国家图书馆从事民族文字古籍的编目工作，

熟悉维文、哈文、满文、古代突厥文等文字和民族文字古籍的编目，并多年开展民族文字古

籍的采访工作，担任过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研究馆员。同时在社会上兼任过中国民

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近年主持过北京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总目提要满文、蒙文、藏文、

多文种等工作。在民族文字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现在回顾，以黄先生在国家图书馆的丰富实践经验，对在开展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部分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普查定级等工作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二、黄先生对古籍馆（善本特藏部）工作的推进 

我与黄先生曾经有 6 年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担任黄先生的主任助理，那时对如何开展行

政辅助工作还是小白，黄先生和蔼可亲、充分信任、放手使用，一路培养提携，让我从腼腆

的女孩儿迅速成长，黄先生退休后又成为善本特藏部当时班子里最年轻的副主任，之后担任

中华古籍计划实施后第一任办公室主任，筚路蓝缕开创保护事业，每每回忆那段一个办公室

的相处，心中便充满了温暖的回忆。 

今天回味黄先生在善本特藏部主任任期内的几项工作，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很多思考非

常超前，并都落在实处，说为今天的局面打下基础并不为过。 

  （一）在善本特藏部引领科研并提升业务水平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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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本特藏部历史上是出专家的地方，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科研风气似乎有所减

弱。黄主任为引导部门员工的科研习惯，在回善本部的第二年开始，特别组织部门的学术讨

论会。第一次在 1996 年的 1 月 25 和 26 日的两个上午，第二次是在 1997 年 1 月 28 和 29

日，第三次是 1998 年的 2 月 12 日，每次提交的论文有三十几篇，涉及的人数占了当时全部

门的一半。尽管当时很多人不大会写论文，即便写了，在讨论会宣读的时候也会害羞，几乎

是照稿子念，但是通过几年的持续努力，大家养成了思考的习惯，也提高了研究的水平、撰

写论文的能力，到现在每到评职称的时候，古籍馆的书和论文数量在全馆都名列前茅，与当

时黄主任组织的学术活动是密不可分的。 

 

图 1 1996 年 1 月 25-26 日，善本部首届学术讨论会 

 

图 2 1997 年 1 月 28-29 日，善本部第二届学术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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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8 年 2 月 12 日，善本部第三届学术讨论会 

黄主任对为国家图书馆藏书事业做出贡献的前辈都很尊敬。1999 年起黄主任和王尧先

生就一直在说他们的夙愿，就是为于道泉先生举办一个追思会。经过几次商议，终于将会议

的时间确定下来，2001 年 10 月 28 日，于道泉先生百年诞辰的日子，这个追思会的想法终

于成为现实。追思会在善本阅览室举行，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外，共同主办的还有北京大

学东方语言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单位，与会者对中国藏学的开创者之

一于道泉先生对藏学研究的贡献、对国家图书馆的贡献进行了追忆，会议成功举办后王尧先

生和黄先生如释重负，觉得对于道泉先生的尊重敬仰得到了表达，弘扬了于先生的精神。对

善本部的员工而言，通过这样的活动，对日常及科研工作也是促进，明确了与工作结合是科

研的最佳路径。 

 

图 4  2001 年 10 月 28 日，纪念于道泉先生诞辰 100 周年学术追思会暨《平凡而伟大的

学者——于道泉》首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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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黄先生任上的一次比赛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 1998 年 11 月的一天，黄先生组织了

全部门的岗位技能大赛，内容是电脑录入。计算机现在人人都会，可那时计算机还没有普及，

用得比较熟练的竟然是近 80 高龄的黄明信先生，老先生是第一批个人购买电脑的人。比赛

时，请黄明信先生做了表演，报名比赛的只有十几位同事，但录入比赛的反响还是非常大的。

后来，很快录入成为工作的必备技能，计算机考试还进入职称考试的科目。现在想起来很佩

服黄先生的前瞻眼光。 

 

图 5  1998 年 11 月 20 日，善本部技能大赛 
（二）对基础工作的重视 

善本特藏部的采访工作是一切工作的源头活水。黄先生非常重视文献采访。他刚回善本

部时间不长，1995 年的 11 月 10 日，周叔弢先生次子周珏良先生的遗孀方缃女史在周景良

先生（周叔弢先生幼子）的陪同下，将当年留作纪念的一册宋刻本《东汉会要》捐给国图。

黄先生认真进行了筹备，仪式简单大方，但是任继愈馆长、冀淑英先生的参加让周家亲属非

常高兴，简单而又隆重的捐赠仪式表达了对捐赠者的充分尊重。 

  

图 6、图 7  1995 年 11 月 10 日，方缃女史捐赠宋刻本《东汉会要》 

之后景良先生提出出版《自庄严堪书影》，也是在黄先生任上推进的。当时为了保证出

版质量，特别请了馆内摄影师用反转片拍摄，一部分工作交给我去完成，也让我对周叔弢先

生的藏书多了一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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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自庄严堪书影》 

    对民间采访善本古籍，黄先生也竭尽全力，特别联系苏州文学山房的江澄波先生，经过

多次沟通，采访到一批国家图书馆缺藏的古籍。之后古籍馆与江先生一直保持联系，继续开

展古籍补藏。 

    2015 年黄先生已经退休多年，听说又有一批西夏文献出现，欣然受邀来到古籍馆协助

鉴定，积极建议购买入藏。 

  （三）以开放的胸怀、开阔的视野拓展古籍工作 

1998 年，国家图书馆因收入等问题，很多青年人为了生存转岗其他单位。为改变人才

大量流失的状况，国家图书馆当时的领导大胆地开始组织各个业务部门开展创收以改善员工

的生活状况，这是不得已的自救方式。第一年，善本特藏部创收指标是 8 万元。对一位一辈

子做业务工作的老先生，张嘴谈钱是一个难以跨越的坎儿。在一周时间夜不能寐之后，他还

是以对部门员工的责任心，开展创收。第一步是去上海图书馆取经。带着张平、赵前两位去

上海图书馆的赵嘉福工作室调研。回来之后，用京剧脸谱纪念章试水，制作了一些不需要太

大投入的文创品。1999 年 1 月和 8 月与相关单位合作制作发行了北京图书馆建馆九十周年

首套藏书票和之后甲骨发现百年藏书票。 

 

图 13  1999 年 1 月 22 日，北京图书馆建馆九十周年首套藏书票首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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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1999 年 8 月甲骨发现百年藏书票首发式 

后来商业拍摄电视节目来了，黄先生还是有点儿不喜欢谈经费，让我去和节目组商洽。

再后来，经领导引进，有了阳光卫视拍摄“国宝背后的故事”，一共 20 集，印象中一集给善

本部 3000 元作为资料和劳务费。为此黄先生组织资料，并随项目组出外景拍摄，后来这个

项目不断播放，成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并举的成功案例。因当时这样的节目稀缺，重复播

放了很多次，甚至乘坐飞机时也常常可以欣赏到。 

黄先生对展览也很有想法，认为是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在馆内组织书史

展、馆藏珍品展、馆藏周恩来文献展、百年甲骨专题展、善本特藏五十年展、国家图书馆藏

书票展、秘籍重光  百年敦煌——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展，协助组织国家图书馆藏民族

古文献珍品暨北京市民族古籍工作展；他还把馆藏精品展、书史展、河岳藏珍舆图展送达香

港、把馆藏善本特藏珍品展送到美国纽约和洛杉矶。在当时的条件下推出如此的展览真是不

易。 

  

图 9 图 10  2002 年国家图书馆藏民族古文献珍品暨北京市民族古籍工作展 

他撰写的普及少数民族古籍知识的《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民族文字古籍》《中国历代民

族古文字文献探幽》也颇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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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生还创造性地在 1999 年联系古籍收藏较多的馆召开善本古籍开发利用研讨会，希

望发挥国家图书馆的引领作用、组织各馆来国图参加古籍编目的培训，许多现在常联系的 

同行、前辈都是通过这样的会议、培训、展览等结识的。 

三、对同事、晚辈亲人般的关怀 

工作之外，黄先生对晚辈发自内心的关怀和亲和力令人难忘。印象颇深的是 1997 年 4

月，我父亲去世，黄先生工作那么忙却还亲自去家里看望。家里遇到困难的时候也经常嘘寒

问暖，让人心里暖暖的。 

黄先生退休以后，我晚上下班晚的时候经常在路上遇到他锻炼，每次见面都是远远的打

招呼，热情地互致问候。 

    古籍馆春节前的离退休慰问，我基本上每年都去黄先生家拜年，一进家门，每次都是一

杯热乎乎的茶和暖心的问候，除了问工作还时时问问我们的家人、生活。他喜欢买把玩的小

物件，经常把他买的手串和摆件拿给我们看，让我们猜是在哪里买的，是做什么用的，猜对

了便哈哈大笑。他是那么热爱生活。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后他义无反顾投入古籍保护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

护，他的热情、他的博学、他的健硕那么令人难忘。 

谁能想到，两年前黄先生的独生子突然病故，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对黄先生而言，打击

是致命的。或许他的离去是太想念儿子，去天堂父子团聚了。这里，我只能祝愿您在天堂享

天伦了。 

黄先生，一路走好！ 

 

 
图 11 1999 年全国古籍编目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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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999 年 5 月 12-14 日，善本部承办全国古籍收藏较多图书馆“善本古籍开发利用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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