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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设在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的“典映中华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展阅区”（以
下简称“典映中华展阅区”）正式对外开放。典映
中华展阅区集中展示了广西、北京、内蒙古等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
成果，为人们提供一个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窗
口，用少数民族古籍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打造少数民族古籍成果展示新平台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不仅记载在“二十四
史”等汉文古籍中，也记载在《西南彝志》等少数
民族古籍里。少数民族古籍记录了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是构筑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资源。典映中华展阅区就
是展示近年来这些古籍整理出版成果的新平台。

典映中华展阅区在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
整理研究室（以下简称“国家民委古籍室”）指导
下开展建设，由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广西少数民
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广西民族语文研究中心、广
西教育出版社共同打造。该展阅区以“让书写在古
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主题，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工作主线，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
向，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设立展阅区，是希望广大师生通过这些典籍
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感悟蕴含其中的
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引导广大师生树立正确的中华
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少
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韦如柱说。

在各地的支持下，典映中华展阅区汇聚了 416
种 1793 册图书，涵盖诸多文种，涉及 20 多个民
族。其中包括国家民委组织编纂的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古籍整理出版书系（以下简称“铸牢”书
系） 首批成果、《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已
出版的52个民族卷等精品图书。

“铸牢”书系是《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
规划》《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十四五”规划》
重点出版项目，注重选取记载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
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
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少数民族古籍。其中，

《瓦氏夫人抗倭故事歌影印译注》讴歌了明代巾帼
英雄瓦氏夫人带领各族将士共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精
神；托忒文《西游记》以四大名著的翻译流传，反
映了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在文化上的交流互通。

“这些故事现在读起来仍然十分鲜活，历久弥
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孙伯君
认为，少数民族古籍内容与汉文史料互证，从不同
的视角呈现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
过程。加强对少数民族古籍的研究阐释，可为汲取
历史智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重要参考。

寻找少数民族古籍阅读推广新路径

典映中华展阅区的建设虽然刚刚起步，但它在
少数民族古籍阅读推广上所做的努力却有着独特的
意义。

2023年 12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
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出版社共
建的“书香八桂 典映中华——广西各民族古籍整
理出版成果展阅区”对外开放。时隔半年，典映中
华展阅区建成开放，成为全国高等院校首个集中展
示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并提供阅览服务
的平台。

进入“十四五”时期，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
取得丰硕成果。全国古籍工作队伍聚焦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出版了一大批古籍整理成果，
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更好服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大
局，需要各地相关部门在宣传、推介和使用上下功
夫。“广西几家单位、院校合作共建典映中华展阅
区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其间许多扎实有效的工作
方法，可供其他地区借鉴，有利于推动全国少数民
族古籍工作开展。”国家民委古籍室业务处处长杨
硕表示。

实际上，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
见》，就对古籍宣传推广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强调
要“加大古籍宣传推广力度，多渠道、多媒介、立
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

《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全国少数
民族古籍工作“十四五”规划》提出，要聚焦“让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主题，会同博物馆、
图书馆、高等院校等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系
列成果展，推动各民族古籍进学校、进乡村、进社
区、进机关，打造若干个有影响的品牌综合展、专
题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让大众看到、接触到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的
最新成果，是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关键一环。
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馆员王美桂对此深有感触。经
常和读者打交道的她发现，过去一提起古籍，大家
想到的都是繁体汉字竖排的线装书，或者是字画、
经卷之类，对少数民族古籍的认知非常匮乏。“展
阅区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师生们在这儿能比较全面
且直观地看到少数民族古籍长什么样，有了感性认

识，才能有进一步的理解和影响。”王美桂说。

探索跨学科古籍人才培养新模式

不只是展示、宣介和推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
版成果，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典映中华展阅区的设立目的还在于推动古籍工作人
才培养。

2021年，广西民族大学的国家级科研平台——
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设立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硕士、博士招生方向，开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的高端人才培养。2022年9
月起，该校在全校范围内为本科生开设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通识课。

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启军表示，典映中
华展阅区的文献不仅极大丰富了馆藏的民族古籍文
献和地方文献资源，还将对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理论研究以及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
学、科技史、经济学、管理学、图书情报学、艺术
学等学科研究，尤其对相关跨学科研究发挥重要支
撑作用。

跨学科研究人才正是民族古籍工作所急需的。近
年来，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联合各方力
量，组建了具有广西特色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五支
队伍”，即一支古籍工作管理队伍、一支民间文化传
承人队伍、一支市县民族文化工作者队伍、一支专家
学者队伍、一支编辑出版和数字化工作队伍。

“‘五支队伍’目前虽有120多人，但相较于
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保护、利用的工作量，
还远远不够。”韦如柱表示，期待更多有志于古籍
工作的年轻人通过展阅区，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浸染，早日加入古籍工作的队伍。

据悉，典映中华展阅区将被建设成特色古籍人
才培养和实训基地，为少数民族古籍事业输送更多
新鲜“血液”，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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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大学师生在典映中华展阅区阅读。

“国家民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
整理出版书系”（以下简称“书系”）由全国少数
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策划实施，旨在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
要思想，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注重融合性、共同性，
搜集整理一批记载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
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少数民族古籍，挖掘弘扬
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引导各族群众
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预计在“十四
五”期间出版30种。

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于 2020年
底正式启动“书系”相关工作，从中国民族图书
馆以及内蒙古、广西、云南等工作基础较好的
地区选取了首批 5个项目作为试点，其中有 2
个项目来自广西。2023年，“书系”首批成果陆
续出版，其中《瓦氏夫人抗倭故事歌影印译注》
讴歌了明代巾帼英雄瓦氏夫人联合各族人民
共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讲话中
充分肯定了这一历史佳话；《广西高甲壮语瑶

歌译注》再现了广西都安高甲地区壮、瑶、汉等
民族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和谐共处、共建家园
的史实；古瑶文《盘王大路歌》通过瑶族（盘瑶）
先民的古歌叙述，描绘了各民族互学互鉴的生
活图景；《托忒文〈西游记〉》以四大名著的翻译
流传反映了中原与边疆各民族间在文化上的
交流互通；《中国民族图书馆藏多文种合璧本
古籍总目提要》则利用馆藏百余种两种及以上
文字合璧的民族古籍文献，来揭示各民族文化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
成的历史。

从 2022年开始，该“书系”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古籍整理研究专项”的形式纳
入“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并面向全国进
行公开招标。2023年广西又有 3个项目入选
古籍专项，它们分别是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
中心（局）申报的《中华经典·古壮字〈文龙与
肖妮〉影印译注》，广西外国语学院申报的《壮
族天琴唱本〈塘仸（祈福经）〉影印译注》，以及
广西民族大学申报的《中华孝道·古壮字〈行
孝歌〉影印译注》。

（本报记者 韦颖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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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部分图书。

▲“铸牢”书系首批成果。

广西 5 个项目入选国家民委“铸牢”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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