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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所藏中、藏文資料——以施密特收藏為主 

葛思語 (Georgijs Dunajevs) 

德國維爾茨堡大學博士候選人 

漢學研究中心2020年度獎助訪問學人 

雖然在波羅的海國家沒有悠久的亞洲學傳統，該地區的許多圖書館仍收藏

一系列不同亞洲語言的珍貴資料。其中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收藏一套由該國早

期東方學家彼得．施密特（Pēteris Šmits，1869-1938）從遠東帶來，雖然規模

較小但引人入勝的中、藏文書與手稿。作為研究當地東亞學歷史為目的的一部

分，本人已就上述資料進行了充分考察，試圖弄清那些大多為無記名資料的起

源。本演講將為大家介紹這些收藏的資料既作為歷史物品，又作為波羅的海地

區亞洲學初期發展證據的價值。 

While the Baltic states cannot boast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 of Asian studies, 

many libraries in the region nevertheless possess an array of precious materials in 

Asian languages. One such small but curious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Tibetan books 

and manuscripts brought over from the Far East by early Latvian Orientalist Pēteris 

Šmits (1869-1938) is hous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Latvia. As part of my 

personal endeavour to research the local history of East Asian studies, I have 

extensively worked with this collection, trying to establish the provenance of the 

largely anonymous materials. In this talk, I will introduce these materials and explain 

their value both as historical objects and as evidence of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Asian studies in the Baltic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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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思語（Georgijs Dunajevs），拉脫維亞籍，自 2017 年為德國維爾茨堡大學博

士候選人，拉脫維亞大學亞洲學學士、碩士畢業。曾任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波羅的海

國家東亞學研究中心圖書館專業館員。2018 年獲得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獎助。主要

從事中國古代文獻學、志怪與傳奇小說發展歷史的研究，博士論文主題為「非常者的

常態化：《太平廣記》文史、專題結構與引用書目的考察」。同時，葛先生也研究波

羅的海地區東亞學的早期歷史。本年獲得漢學中心獎助，來台研究主題為「太平廣記

版本考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