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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外瑶族文献的保护与利用
———以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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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散海外的瑶族文献，是当前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

海外瑶族文献虽数量庞大、流传广泛，但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缺乏统一的保护

与利用规划，社会效益亟待挖掘。研究海外瑶族文献，不仅有利于保护瑶族传

统历史文献，而且可以与现存的国内瑶族文献研究互为补充，为民族学和宗教

学研究提供更多线索和启示。从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现有情况来

看，要保护和利用海外瑶族文献，应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建立专门的学术网

站，组织国内专业人才赴海外参与抢救性保护工作，与国外科研机构加强信息

沟通和经验互鉴，以逐步建立海外瑶族文献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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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散海外的瑶族文献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民族学研究中一个

不可忽视的领域。海外瑶族文献数量庞大、流

传广泛，其保护与整合是当前一个难题。瑶族

文献既是瑶族的也是历史的，其双重性质意味

着对民族文献和历史文献进行双重保护和利用

的意义。研究海外瑶族文献的保护和整合，可

提高瑶族研究及其历史研究的水平，也是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重要讲话精神的体现。

　　一、海外瑶族文献流散概况

　　流散海外的瑶族文献数量庞大，收藏于不

同国家的图书馆。据初步整理统计，流散欧美

的瑶族文献约有４３００余册，另外日本南山大学

图书馆也藏有１６３册。其中，德国慕尼黑巴伐

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有瑶族手稿２７７６件，海德堡

大学汉学研究所收藏有２１０份手稿和１０幅卷

轴，德国国立民族博物馆收藏有２２幅优瑶画。

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收藏有瑶族手抄手绘与

实物文献３０００多件，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手稿

和卷轴２４１份，美国布朗大学哈芬雷弗人类学

博物馆藏有瑶族神像画２０幅。牛津大学图书

馆收藏有瑶族文献６８２册，大英图书馆收藏瑶

族手稿数字化资料２０２份。荷兰莱顿大学中央

图书馆收藏有２９份手稿，莱顿国立民族博物馆

内收藏有手稿１５０份和画轴１００幅。丹麦皇家

图书馆收藏有瑶族手稿３７份。澳大利亚达尔

文北领地博物馆和美术馆藏有卷轴７幅。泰国

清迈山民研究院也藏有大量瑶族手抄文献。至

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藏有的瑶族文献，尚未经过

系统细致的调查统计，有待于新的研究成果

发现［１］。

按照德国学者欧雅碧在《瑶族之宗教———

概述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之馆藏瑶族手本》中

的分类，海外瑶族文献分为两种类型：宗教性文

本和非宗教性文本。宗教性文本又可细分为经

文、表奏、秘语、仪礼等，非宗教性文本大致可分

为道德教化类、语言教科与词典类、占卜类

等［２］。另据何红一［３］的研究，美国国会图书馆

瑶族文献主要分为六大类：经书类、文书类、歌

书类、蒙书类、杂占类和其他类型。据郭武［４］的

整理，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主要分为

两类：道教类和非道教类。道教类主要包括科

仪和法术等；非道教类主要涉及生活，包括合

婚、算命、看相等内容。综上所述，德国巴伐利

亚州立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英国牛津大

学图书馆收藏的瑶族文献，皆以宗教类文本居

多。牛津大学图书馆藏以Ｓｉｎｉｃａ为开头的瑶族

文献共３０７本，其中２６０本与道教有关。

伴随国际上对瑶族文化研究的不断升温，

海外瑶族文献也逐渐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

视，并有不少成果面世。德国对于其藏有的瑶

族文献研究起步较早，已经启动“瑶族宗教手

卷”研究项目，并且有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发表，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的８６７件瑶族手抄文

献也已编制目录并出版。美国瑶族文献研究多

数为何红一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考证了美国

瑶族文献的收藏及其来源，并对瑶族文献价值

进行了评估和肯定。郭武大致分析了牛津大学

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抄写时间和流传范围，

认为文本以科仪和法术类型居多。日本成立了

“瑶族文化研究所”，对瑶族文献进行了多方位

考察，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果。海外瑶族文献研

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具有民族学、宗教学、瑶

学、医学、文字学、伦理学等多方面的价值。海

外瑶族文献研究可与现存国内瑶族文献的研究

互为补充，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清代与民国时期

瑶族的政治、经济、婚丧嫁娶等多方面习俗，为

后人研究提供更多线索，弥补国内研究瑶族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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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不足这一缺陷，推动有关瑶族各方面的研究

向深入发展。

从现有情况来看，研究的不均衡现象严重。

德国对其馆藏瑶族文献的重视程度相对较高，

且编制了相应的目录；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

族文献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这

些成果主要是针对瑶族文献的版本特征、俗字、

收藏与来源等方面的研究，民俗类与宗教类的

研究相对不足。牛津大学图书馆对馆藏瑶族文

献从宗教学的角度进行了文本筛选和甄别，但

其受关注程度较低，研究人员相对短缺，投入经

费不够，国人对其认识不清晰、不全面。

　　二、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

的保护和利用情况

　　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存在直到

２０１０年才被国人获悉。牛津大学人类学系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Ｈｓｕ教授邀请郭武教授找出这批瑶族

文献中关于医药方面的文本，在其帮助下，郭武

利用两个月时间阅读了该批手抄本瑶族文献。

于是，这些在清代与民国期间曾流传于广西、云

南和越南地区的瑶族文献才不再尘封于图书馆

中，其各种价值才逐步被世人所知。

关于这批文献的来源，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牛津大学图书馆亦无书

面的记载。据大卫·赫利维尔考证，牛津大学

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出自 ＲｏｂｅｒｔＳｔｏｌｐｅｒ的收

藏。赫利维尔现在的一位同事于 １９９０年秋天

至１９９３年春天购买了编号 Ｓｉｎｉｃａ３２４１—３５４７

的瑶族文献［５］。在牛津大学图书馆特殊期刊阅

览室可以翻阅世界各地的稀缺文本。笔者求证

过阅览室工作人员，极少有人知晓这批瑶族文

献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也极少有学者翻阅，故

几乎无人知晓这批文献的价值。截至２０１１年，

仅有郭武、笔者和德国一位学者翻阅过这批瑶

族文献。

该批文献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从版本

特征来看，多为线装手抄本，用繁体汉字书写，

且书写的方式为自右向左、自下而上；页面大小

也有差别，长度一般在１４～２０ｃｍ，宽度为１２～

１５ｃｍ。从文本结构来看，部分文献中配有多种

插图，这些插图内容涵盖人物、符、法印等，如

Ｓｉｎｉｃａ３２５０号，长１９．３ｃｍ，宽１２．８ｃｍ，书中多

配有步罡图；Ｓｉｎｉｃａ３３０５号，配有人像插图。从

保存状况来看，部分文本保存良好，有封面和封

底，且封面题有不同的字，或为题目或似抄写人

姓名等，如Ｓｉｎｉｃａ３２５８号，封面题有“书主李进

仙”字样；Ｓｉｎｉｃａ３４２３、Ｓｉｎｉｃａ３４４６和Ｓｉｎｉｃａ３４４７

号，封面分别题有“敕坛科”“设醮科”和“飞章

科”。一些文本也会落有抄写时间，如 Ｓｉｎｉｃａ

３２７７号，首页题有“皇上同治五年丙寅岁四月

十七日”的字样。

总之，此批瑶族文献没有统一模式，有的文

本信息比较全面，保存也比较完整。例如，Ｓｉｎｉ

ｃａ３２４８号，有封面和封底，长 １９ｃｍ，宽

１２．５ｃｍ，首页有“民国”字样；Ｓｉｎｉｃａ３３３１号，

有封面和封底，文本首页有“书主封金周”等字

样，且书中配有插图。有些文本，破损严重，信

息不全，只能通过文本中的内容判断其性质，如

Ｓｉｎｉｃａ３３３９号，无封面和封底，内容包含“又看

病凶吉”等字样，推断其应为道教医学用书。

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赘述。

瑶族文献没有受到应有重视，首先表现在

这些文本处于自然存放状态，尚未被考订编目。

日本学者丸山宏曾在其文中提及牛津大学图书

馆馆藏瑶族手抄本 ３１１册，还没有完整的目

录［６］。牛津大学图书馆作为世界顶级图书馆，

具有强大的文献检索功能，可通过多种方式查

询馆藏文献。遗憾的是，笔者曾试图通过输入

关键词等方式进行检索，却并未得到关于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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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具体信息。郭武在牛津大学期间并未翻

阅全部的文本，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员称 Ｓｉｎｉｃａ

３３５６、Ｓｉｎｉｃａ３５３８、Ｓｉｎｉｃａ３５３９、Ｓｉｎｉｃａ３５４０四册

无法找到。后经笔者进一步的查询，除 Ｓｉｎｉｃａ

３３５６号文本外，其余三册不知何原因遗失。

此外，瑶族文献的编号缺乏规整性。从内

容上来看，相邻编号的文本差距较大，如 Ｓｉｎｉｃａ

３２４１号，内容主要与生活有关，诸如“别人财

物，不可骗他；非理之言，不可说他”等，应为伦

理教化生活用书；而 Ｓｉｎｉｃａ３２４２号，内容包含

各种科仪所用上章奏表，书中有“北极驱邪院

印”等字样，应为道教科仪用书；Ｓｉｎｉｃａ３２４３号

内容包含“变手掌符用”“五方雪水法”等法术，

且文本中伴有符图多幅，应为道教法术用书。

从规格上来看，相邻编号的瑶族文献文本长短

不一。例如，Ｓｉｎｉｃａ３２５３号，长 １７．５ｃｍ，宽

１２５ｃｍ；Ｓｉｎｉｃａ３２５４号，长 ２０．４ｃｍ，宽

１３．５ｃｍ；Ｓｉｎｉｃａ３２５５号，长 ２０ｃｍ，宽 １３ｃｍ。

从破损程度上来看，保存完好的与残缺不全的

混杂在一起。例如，Ｓｉｎｉｃａ３２６１号，破损严重，

有多处残缺；而相邻的 Ｓｉｎｉｃａ３２６２号和 Ｓｉｎｉｃａ

３２６０号，保存得相对较好，书中的字迹大多可

辨认。综上所述，从牛津大学图书馆没有专门

为这批瑶族文献制作相应的目录来推断，这批

瑶族文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相应的研究。

其次，牛津大学没有对这批瑶族文献进行

数字化处理，没有对其进行拍照转换成电脑可

存取的形式。这些瑶族文献一旦遇到不可预测

的意外，就会永久损坏且不可复制。部分文本，

纸张老化粘连严重，翻页困难。笔者在２０１１年

赴牛津大学访学期间对瑶族文献进行拍摄，并

将照片提供给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特藏部。但

由于拍摄水平所限、相机精度有限、特殊期刊阅

览室光线不可控等因素，对该批瑶族文献的数

字化加工和存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仍需继续

进行研究。

类似的情况也曾发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２００５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购入第一批瑶族文本

时，工作人员以为其只是普通的汉字手抄本文

献，没有认识到这些文本的价值。２００７年何红

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做了一次讲座，题

为《神奇的瑶族古书———国会图书馆瑶族文献

研究》。在该讲座中，何红一对美国国会图书

馆馆藏的瑶族文献的价值进行了详细的评述，

引起了国会图书馆的重视，他们修复了入馆安

检时受损的《评皇券牒过山榜》卷轴；同时也引

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如美国《世界日报》、中

国中央电视台网站、中国国家民委网站等［７］。

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有着多重的

学术价值。首先，从抢救、保护和整理少数民族

文献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文献是中华民族重

要的文化遗产，是各民族精神文化的载体，牛津

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瑶族文献属于少数民族文献

的一部分，缺失了这些瑶族文献，对于瑶族文化

和手抄本古籍来说都是一大损失。其次，从宗

教学的角度来看，这批文献对道教史和道教科

仪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郭武认为，

这些瑶族文献有着珍贵的研究价值，不仅可以

了解瑶族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等，而且可以

为研究道教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和东南亚国家

的传播和发展提供新资料［４］。从这些手抄本瑶

族文献的文本内容上，可以推断这批文献抄写

的时间主要为清代和民国时期，为明清和民国

道教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史料依据。例如，

Ｓｉｎｉｃａ３４０３号封面题有“正一初真授戒科”字

样，Ｓｉｎｉｃａ３４６５号封面题有“受戒秘语”和“受

戒秘文巫二教”等字样，Ｓｉｎｉｃａ３４７４号封面题有

“玄门授戒秘语”、内封题有“玄门授戒道师二

教秘语”字样，Ｓｉｎｉｃａ３５０３号封面题有“受戒集

秘”字样，这些都是关于瑶族度戒的文书。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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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认为，这些文本对于道教的科仪法术等并不

是简单地照搬使用，而是有着改造和发展［４］。

这批瑶族文献反映了道教科仪在瑶族中传播和

发展的轨迹。再次，这些瑶族文献有助于了解

瑶族的历史文化和现状，扩展对瑶族文献研究

的认识，了解瑶族过往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瑶族

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和课题。流散海外的瑶

族文献中有一部分为歌书，瑶族人民擅长歌唱，

在生活中常用歌声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些歌

书中有生活歌、宗教仪式歌、婚丧歌等，歌词以

叙事的形式记录瑶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例

如，Ｓｉｎｉｃａ３２５６号，首页题有“天文六言杂言”

字样，内容包括地理、人物、岁寿等，文末还附有

“天师卦看病用”字样，后半部分疑似与医学有

关；Ｓｉｎｉｃａ３２７１号，书中多为三字经形式，内容

与瑶族人民的生活伦理有关，开头题有“女儿

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等字样；Ｓｉｎｉｃａ

３３０４号，封面残缺，题有“引歌出”“引娘唱”

“又到送神歌用”等字样，书中配有插图，多与

瑶族人民的生活有关；Ｓｉｎｉｃａ３３６３号，唱词内容

也多与生活有关，有“起声唱，一双杨鸟起唱”

“大星又问小星事，小星在后得双”；Ｓｉｎｉｃａ３３８０

号，书中题有“又到执家主祖宗”“又到运钱歌”

“又到说童歌”等字样。

学术界关于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

的研究，尤其是系统、全面而深入地整理和分析

这批文献的研究还没有完全展开。目前针对牛

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研究仅有少量的

成果问世。《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考

述》对文献的抄写时间和流传范围进行了简单

的概括和分析，并从这批文本中了解到了一些

巫术的痕迹与儒佛的影响；《清代临安府瑶族

宗教仪式中的汉地道教元素———以 Ｓ３４５１号文

本之“关告科”与“开解科”为例》一文，以收藏

于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的Ｓ３４５１号瑶

族宗教经本为例，将其中的“关告科”与“开解

科”两节仪式与汉地道教的科仪文本相比较，

相继发现：无论是从神学观念还是从仪式程序、

具体环节来看，瑶族的宗教仪式皆有着浓厚的

汉地道教色彩，实际上是对汉地道教斋醮科仪

的一种“借用”［８］。《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

经中的度戒仪式研究》使用其中１５册文本，对

度戒仪式进行了介绍。这批瑶族文献犹如一个

巨大的宝藏，有待于深入研究和开发。

　　三、海外瑶族文献的保护与整合

　　自１９８０年以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抢救、

整理和出版少数民族典籍。国家民委１９９７年

立项的重点民族文化工程《中国少数民族古籍

总目提要·瑶族卷》在２０１４年由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对瑶族古籍进行的首次全面普查和著录。全书

共收录瑶族古籍条目３００２条，分甲、乙、丙、丁

四编：甲编书籍类１０７０条，乙编铭刻类１４６条，

丙编文书类５２９条，丁编讲唱类１２５７条。其内

容涉及瑶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评王券牒（过山

榜）、歌书、地方史志、宗教经书、民间医书、家

谱族谱，以及瑶族民间口头传承的史诗、神话、

传说、歌谣等，全方位反映了瑶族的社会、经济、

制度、文化、历史、宗教、信仰、习俗、文学、艺术、

审美等，系统展示了瑶族古籍及其文化概貌，具

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编撰项目自

２００３年启动，历时１２年［９］。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文山瑶族文献古籍典藏》７册，分别为《道

科书》（上下）、《师科书》、《集量秘》、《喃神

书》、《斋坛婚礼仪式歌》、《大部经》，收集蓝靛

瑶３００余册民间手抄本，除少量孤本外，每整理

一本都有两册或多册同类版本作为参照；为方

便理解和使用，编撰者还对手抄本进行了断句

和标点［１０］。越南老街省文化体育旅游厅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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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越南瑶族民间古籍（一）》，收录了越南

２４首瑶人故事和多种瑶人信歌，重现了古代瑶

族的生活画面，反映了瑶族庞大的民间文学遗

产的价值。这些图书的出版给国内外研究瑶族

的专家学者提供了相对全面的国内瑶族文献目

录，也为海外瑶族文献联合目录的编纂提供了

借鉴。

综上所述，我们应从保护和利用海外瑶族

文献的角度出发，从中华民族责任感的高度来

看待整合海外瑶族文献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其一，应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对海外瑶族

文献进行规划和整理。流散海外的瑶族文献分

布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除前文提及的德国、美

国、英国、日本等外，其他国家或地区也有大量

的海外瑶族道经存在。当然由于其分散性，进

行全球范围内的瑶族文献大普查绝非易事。瑶

族文献或被境外的图书馆馆藏，或为私人收藏，

故应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对海外的瑶族文献

进行一个大概的统计和评估。整合全球的瑶族

道经，进行文献的保护和多种形式的回归，可使

优秀的文化遗产为现今的文化建设提供帮助，

也可为瑶族研究以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

提供资源。

其二，应建立专门的学术网站，定期发布更

新海外瑶族文献的研究成果，并且长期发布征

集启事，发动民间的力量，鼓励社会公众提供海

外瑶族文献的线索。通过数字化处理对瑶族文

献进行保护，建立统一的平台，建设一系列具有

较高水准的瑶族文化数据库，利用技术手段实

现其面向全球学者的检索功能。这样庞大的系

统工程需要一定的资金和人力支持，除争取国

家专项基金外，亦可开展中外合作，向国外的文

化组织或非政府机构寻求资助，设立专门的瑶

族文献基金会，获得各方面的支持。

其三，应输送人才至海外，对这些瑶族文献

进行拍照或影印工作。在这方面，学术界已经

有人进行了初步尝试和探索。何红一从美国带

回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的瑶族文献资料，并

做了一系列整理和分类的研究，发表了《美国

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手抄本文献新发现及价

值》《美国瑶族文献收藏及其来源》《美国国会

图书馆瑶族文献的整理与分类研究》等文章，

使世人对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有了一

定的认识和了解。期待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

族文献的相关目录和索引尽快面世，为国内关

于海外的瑶族文献研究开拓一片新领域，方便

就美国藏有的瑶族文献沟通和对话。输送海外

的人才，应该涵盖各个专业领域，如宗教学、民

族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可以按照分组的形

式，派出专业人才赴境外对瑶族文献进行保护

和整理。与此同时，还应加强专业人员的技能

培训，涵盖宗教方面和数据处理方面知识，增强

其规范化意识，确保未来多批带回国的数字化

瑶族文献的质量。

其四，应加强与境外合作，多方位沟通信

息，学习他国先进经验。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

看，日本和德国等国家走在了前列。日本多年

来致力于瑶族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已多次举办

瑶族文化研讨会，并将会议论文集中出版；德国

对其藏有的瑶族文献进行了编目并已出版，以

提要的形式展现这批瑶族文献的大致内容。建

议将现已出版的海外瑶族文献的研究成果集结

成册，仿照《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瑶

族卷》形式，按照不同国家进行分类，如德国

篇、美国篇、日本篇、英国篇等，做到资源共享。

此外，应编撰《海外瑶族文献联合目录提要》，

与各国进行沟通合作，以联合出版的形式对这

些海外瑶族文献进行出版，如与牛津大学图书

馆协商出版《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汇

编》。同时还应成立专家组，对不同国家的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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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献进行遴选和甄别，共同核定具有学术研

究价值的文本，联合出版《海外瑶族道经善本

汇刊》。按照文本的珍贵程度，特别是根据那

些在国内失传的瑶族文献文本确定哪些应尽早

优先出版，这也是让海外瑶族文献回归祖国的

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为创建海外瑶族文献研

究体系提供有力的支持，促进全球瑶族文献的

保护和研究，并使之成为全球共享的中华文化

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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