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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学者在京研讨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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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所长与参会人员在一起

  新华社北京６月４日电（记者俞铮）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的５
０多位历史学家和蒙古学专家，6月４日在北京研讨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的建立这一课题。  
  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是国际蒙古学界长期关注并着力研究的重大课题，已有大量相关学术著作问世。
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构建的这个古代社会庞大帝国的历史过程，对于当时和后来的世界产生了诸多方面的影
响。  
  成吉思汗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著名人物。１２０６年，成吉思汗统一了亚洲大陆北方草原各部，
建立了蒙古汗国。此后数十年间，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不断扩展蒙古汗国的统治势力，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
的庞大帝国。有关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保留了最为丰富和翔实的记载。其中用古
代蒙古文撰写、汉字注音的《元朝秘史》，是研究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最珍贵的原始资料。  
  参加“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建立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国内外学者认为，在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这一历史
现象的研究中，尊重历史事实、客观科学论说是学术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而多学科的参与和广泛的国际交
流，是推动这一研究不断深入的必要条件。  
  在这次研讨会上，一些中外学者还提出了对历史事件、文献、碑铭、牌符、摩崖石刻等论题的新考据，
展现了国际蒙古学界对这一研究主题的拓展和深入。  
中国是蒙古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学研究中心向与会专家学者赠送了成吉思汗与蒙
古汗国研究纪念文集《天骄伟业》，该文集收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的重要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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