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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
出版工程，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
规划领导小组主持的一项重大
文化工程。《敦煌文献全集》作为
其中的重点项目，旨在以高清全
彩方式高水平集成刊布、高质量
系统整理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
文献。

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为《敦煌
文献全集》主要出版单位之一，
承担起了重要出版任务。他们
最先着力攻克出版的就是《法国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也是
全集中最早出版的项目。为保
证重大项目的出版，敦煌出版项
目由社长吕健直接主持。盛洁
担任了古籍社敦煌重大出版项
目组组长、首席编辑。

盛洁介绍，《法国国家图书
馆藏敦煌文献》由著名敦煌学专
家荣新江教授主编，计划出版
160册，目前已推出110册，预计
年内出齐。该书八开精装，采用
高清全彩印制，刊布法国国家图

书馆所藏敦煌文献Pelliot chi-
nois 2001号至6040号的图版，
涉及文献编号4000余号，图版近
40000 幅，定名文献 6000 余种。
所收范围包括伯希和在敦煌藏
经洞所攫取的全部汉文文献，以
及原列入汉文文库的粟特语、于
阗语、龟兹语、梵语和部分回鹘
语文献。年代上起魏晋，下讫宋
元，既包括佛教典籍、道教佚书、
四部文献，也包括公私文书、绢
纸绘画等。

为什么首先要拿下《法国国
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按照盛
洁说法，首先是因为古籍社在这
方面有积累和铺垫。上世纪90
年代，上海古籍社就出版了34册
的黑白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为此次出版打下了基础。

当然，更关键的原因是法国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在学术
上的重要性。若以编号数量来
计量敦煌收集品的多少，依据获
取的先后，排在前四位的无疑是

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
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科
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而以综
合的学术价值的占比来衡量收
集品的质量，四家中数量最少的
法藏文献应当排名第一。这得
益于伯希和比更早抵达敦煌的
英国人斯坦因精通汉语，而又比
清政府的官员和俄国奥登堡捷
足先登。

1908年2月，伯希和来到敦
煌莫高窟，进入藏经洞翻检。他
知道不能将其中所存全部带
走，于是订立了三个选择标准，
即佛教大藏经未收的藏外佛
典、带有纪年的写本、非汉语的
文书，其中还包括最大限量的
非佛教的四部典籍、公私文书、
景教和摩尼教文献、早期拓本
和印本，以及各种质地的绘画
品。这些文献后来都入藏法国
国家博物馆，对近年敦煌学研
究，中华文明史研究，具有极其
重要的价值。

高清全彩《敦煌文献全集》出版记

让散落的敦煌文献“重聚”上海
敦煌文献系统性

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的

一个重点就是举全国之力出版《敦煌文献全

集》。在过去的几年之中，作为中国古籍出版

重镇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推出了《法国国

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

文献》《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和《重庆藏敦

煌文献》，这些重量级图书成为《敦煌文献全

集》的“四梁八柱”。编辑出版的过程充满了

艰辛和坎坷，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上海古

籍出版社敦煌重大出版项目组组长盛洁讲述

了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国内散藏敦煌文献的出版
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参与《敦煌
文献全集》项目的任务。盛洁告
诉青年报记者，现在他们已经出
版了《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
献》（全五册）、《旅顺博物馆藏敦
煌文献》（全二册）和《重庆藏敦
煌文献》（全三册）。这些国内散
藏敦煌文献的体量自然不能与
煌煌160册的《法国国家图书馆
藏敦煌文献》相提并论，但有其
重要而独特的价值。

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
主要来自文化大家罗振玉的旧
藏。辽博所藏敦煌文献数量百
余号，是国内散藏敦煌文献中内
容丰富、质量极高的一批收藏
品。《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
收录文献编号110余号，图版约
1400幅。从内容看，绝大多数为
佛教典籍，少数为道教文献、失
佚史籍，其中包括前所未见之佛
教论典及社会文献。年代上起
南北朝，下迄五代，品相完好，书
法极工。

《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
（全二册），首度以高清全彩方式
完整公布旅顺博物馆藏14件敦
煌文献图版。该馆所藏主要来
源于大谷光瑞探险队收集品和
罗振玉旧藏。主要为唐、五代写
经，品相较好。装帧形式包括卷
轴装、经折装、缝缋装等，内容主
要为佛教典籍，多为藏外文献，
其中唐释法海等辑、后周显德五
年（958）所抄早期禅宗文献《南
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
蜜经》（习称《旅博本六祖坛
经》），尤为珍贵。

而《重庆藏敦煌文献》（全三
册）则首次披露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重庆宝林博物馆、西南大
学图书馆3家机构收藏的48件
敦煌文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藏敦煌文献33卷，均为佛经写
本，其中汉文23件、藏文10件。
宝林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共13件，
3件为汉文，10件为《大乘无量寿
经》的藏文写卷，其藏文长卷《大
乘无量寿经》极为罕见。西南大
学图书馆藏2件敦煌写卷。重庆
藏敦煌文献多为北朝、唐代写
卷，藏文则多为吐蕃政权统治敦
煌时期约9世纪的写本，品相完
好，书法极工，流传有序，多为佛
经，与《大正藏》本具有比勘价
值，其中并有不少题记。这些写
卷对研究敦煌的写经制度、译经
体系乃至汉藏文化间的交融、敦
煌当地的信仰、历史、文化等均
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此次《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
煌文献》也并非一帆风顺。盛洁
告诉记者，最先遇到的困难就是
版权谈判。因为30年前和中方
对接黑白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出版事宜的法方人员都已退休，
他们用了很长时间经以往专家辗
转介绍，才确认了现在法图敦煌
文献的实际收藏和出版负责人。
又经过多轮沟通，才拿到了版权。

其次，这次出版的高清全彩
图版由法方提供，但整理时发现
内容缺失很多，整体文献有4000
多个编号，缺失的就有近800个，
将近五分之一。最后经过漫长
的努力，他们从原始资料数据里
硬生生地“扒出”那些隐藏其中
的缺失文献，再进行补齐。

其三，因国际交通不便等原
因无法去法国看到文献实物，而
高清全彩的影印出版又特别注
重充分还原原卷面貌，为此编辑
团队与多个国内顶级印刷厂合
作，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以找到真

正和原件相符的原色。
既然30年前已经有34册的

黑白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出
版，这次再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敦煌文献》，除了内容更全之外，
坚持高清全彩又有什么讲究？在
盛洁看来，除了让观感更好之外，
全彩其实也是一种文献信息。

她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
法藏敦煌文献P.2510为《论语》
郑 氏 注 卷 二 ，这 是 唐 人 的 写
本。P.2510开头出自《论语·述
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
皆雅言也。”敦煌写经原抄写
时，少了一个“言”字，旁边有朱
笔校对痕迹。过去黑白版中，
这个补充的红色“言”字是黑色
的，读者搞不清楚是什么时候
补上的，现在全彩版中，“言”字
呈现了本来的红色，明确为朱
笔校对。

很多珍贵的文献信息，也因
为这次严谨的编辑和精湛的印
制而得以呈现。此次《法国国家

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P.2002号
文献的背面绘画内容，从早期笼
统的白画菩萨、白画人物到细分
为12个精确标题，增加白画观音
菩萨头像、白画供养人稿、白画
相扑稿等定名，实现了从模糊认
知到精准著录的跨越。

在研讨会上，中国敦煌吐鲁
番学会的各位专家连连感慨，有
了这套书，本书的清晰可读程度
丝毫不逊色于原件，国内读者无
须再远赴法国，实现了法藏敦煌
文献的出版回归。

为什么首选法藏敦煌文献？

新版法藏敦煌文献有哪些突破？

国内散藏敦煌文献有何亮点？

工作人员查看敦煌文献全彩高清图。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