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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古籍人就加深合作达成共识

此次座谈会汇聚了来自国家民委全国少数
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广西、云南少数民族古
籍工作机构及出版社、高校、学会、古籍数字
化技术企业等不同领域的领导嘉宾、专家学者
共 70 多人，大家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这一主线，探讨新时代少数民族古籍抢救保
护、研究出版、数字化利用、展示宣传等方面
的思路、措施。

会上，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
究室业务处处长杨硕表示，广西、云南在古籍
整理研究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希望两地通
过此次会议，打破地域限制，交流先进经验，
发挥各自优势和特长，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少
数民族古籍工作。

杨硕就如何做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谈了三
点看法：一是项目要做得更扎实，梳理集中反
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史的少数民族古籍，让少数民族古籍成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二是工
作方法更专业有效，采用国际通行的“四行对
照”法整理古籍文献，推进古籍数字化，在宣
传、推介和使用古籍成果上下功夫；三是人才
的培养和组织更开放全面，通过项目凝聚各领
域人才，促进青年人才政治上、专业能力上、
人格品质上的成熟。

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以下简
称“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中心”）主任韦如柱介
绍“复制件换原件”、组建“四支队伍”（民族
民间文化传承人队伍、市县民族文化工作者队
伍、专家学者队伍、编辑出版和数字化的工作
队伍）等工作经验和面临的问题，并倡议桂滇
两省区建立常态化交流互访制度，搭建古籍业
务学习交流平台；在壮族、瑶族、苗族、侗族
等古籍整理项目上加强合作，共同打造一批在
全国有影响的成果；在古籍数字化工作上加强
合作，在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
室的指导下，树立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的
示范。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
主任张金文介绍云南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主要情
况，内容包括少数民族古籍资源，古籍抢救保
护传承、古籍普查、翻译整理出版、数字化保
护、展示宣传交流、发展规划等情况，以及存
在的困难，并表达了与广西加强交流合作的意
愿。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桂滇两省区未来应在
人才、项目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实现资源共
享，共同推动少数民族古籍工作高质量发展。

古籍整理出版助力民族文化活态传承

除座谈会外，与会代表还现场观摩“娅

王经诗”保护传承成果演唱展示活动。在活
动现场，来自云南省广南县八宝镇河野村的
娅王文化传承人和民间歌手同台演唱，前者
展示原生态“唱娅王”，后者用山歌调演绎娅
王经诗。“以前我们村只有几个师娘会唱娅王
经诗，现在有了《娅王经诗译注》，其他人也
可以唱了。”八宝镇壮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
占富说。

“唱娅王”是壮族创世史诗，唱述了万物
之母娅王创造万物、管理人间等内容，记录了
壮族地区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
的历史记忆，是研究壮族历史文化的“活化
石”。

《娅王经诗译注》 2022 年 5 月由广西教育
出版社出版，对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壮族唱娅
王”的基础唱词进行了整理，是广西少数民族
古籍中心与云南民间古籍人深度合作的成果之
一。

在此合作中，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政
协原副主席黄昌礼是关键人物之一。2011
年，黄昌礼退休后回到河野村老家。自那时
起，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中心便与其展开合作，
抢救、搜集河野村“唱娅王”的唱词，并采用
古壮字、国际音标、拼音壮文、汉文直译、汉
文意译五行对照的方式进行整理出版。

“我们双边在壮族、瑶族古籍抢救整理出
版工作上，到现在合作得很愉快。”座谈会
上，72 岁的黄昌礼在发言时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手中还掌握着2000多本壮族古籍的翻译
和整理工作，任重道远。”

多年来，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中心与黄昌礼
依托壮学会等社团，开展少数民族古籍抢救、
翻译、整理及人才培训等工作，抢救搜集少数
民族古籍近3000册（件），培养了一批活跃在
乡野的古籍人才。

探索打造民族古籍数字化“广西样板”

记者从座谈会上获悉，近年来，广西少数
民族古籍中心每年抢救搜集的各民族古籍均在
2000册（件）以上，截至今年3月，该中心各
民族古籍收藏量达到2.5万册（件）。然而，此
前由于受人才缺乏、出版周期长等多重因素影
响，最终整理出版的古籍数量十分有限，能进
入大众视野的更是少之又少。

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工作近两年的加
速推进有望破解古籍整理出版难的问题，所取
得的突破也引发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
理研究室的关注，“古壮字数字化处理系统”
更是作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数字化资源库
建设的重点项目，被列入 《2021—2035 年国
家古籍工作规划》。

“广西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无论是在项目
上还是人才上，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一个省
区，基础工作上、项目上我们都非常关注。”
杨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特别是在“十四
五”期间，广西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经典文献系列”等 15 个项目共 40 册图书入选

《2021—2035 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
目》（第一批）。

“广西古籍文库”的数字化项目也被寄予
厚望。杨硕认为，古壮字借用汉字来记录古壮
语的读音，直观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
的历史。希望借助“广西古籍文库”的数字化
项目，重点推动古壮字数字化的发展。“现在
广西教育出版社结合‘广西古籍文库’数字平
台的建设在重点做古壮字输入法、古壮字电子
字典，还有古壮字编辑出版系统，也就是围绕
数字化时代的需要，不断做一些非常基础、也
非常需要的探索性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充满
期待。”杨硕说，“希望广西先行先试，探索出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自 2013 年起，在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
古籍整理研究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组织和
指导下，广西教育出版社和广西少数民族古籍
中心合作打造 《广西古籍文库》 图书出版工
程，在推进图书出版项目的同时，建设“广西
古籍文库”数字平台。

广西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吴春霞介绍，
“广西古籍文库”数字平台集成广西古籍搜
集、整理、研究及出版成果，拟收录广西各
民族古籍近 3 万册 （件），包含民族典籍、民
间文书、碑刻铭文、口承文献等特色门类，
同时依托平台建设收录相关传统文化的数字
资源，分 14 个数据库进行建设，可实现古籍
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开放共享。该平台于去年
8 月正式上线，获得 2022 年度自治区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目前正进行功能升
级及资源采集，预计 2023 年底完成平台升
级，届时建设数据库 6 个，收录碑刻拓片
1000 件、民族典籍底本 200 部、图片 2000
幅、口承文献音视频 20000 条、数字图书 50
册。

据了解，由广西教育出版社自主研发的那
蛙民族古文字输入法、民族古籍智能编辑校对
软件正进行最后的调试，再过两个月就将投入
使用。这些软件借助 AI 技术，对古壮字古籍
进行规模化、系统化的字符识别和录入，搭建
古壮字数据库以及相关知识库，不仅能大幅提
高古籍整理的效率，缩短出版周期，而且能实
现全文检索、文本比对、数据分析等功能，为
民族古籍的大众传播、交流共享、学术研究提
供便利。

广西教育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表示，数字化
手段的运用将使《娅王经诗译注》这类古籍书
的出版不用再等 12 年，数字化资源采集团队
前期在扫描的同时录入，整理、排版、校对实
现流水线作业，能大大缩短出版周期。

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工作被寄予厚望
——桂滇两省区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交流座谈会侧记

▲座谈会现场。

5月18日，由广西少数民族古籍
保护研究中心和广西教育出版社主办
的桂滇两省区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交流
座谈会在云南省广南县八宝镇河野村
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近年来，广
西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相关数字化工作更是被寄予厚望。

▲退休后仍在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
工作奔波的黄昌礼老人。

▲广西云南两省区出版成果互赠仪式。 ▲河野村山歌手演唱“娅王经诗”选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