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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国际通古斯语言文化研讨会在海拉尔市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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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照片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日本东北大学通古斯学
会共同主办，内蒙古鄂温克研究会、内蒙古鄂伦春研究会协办的第二届国际通古斯语言文化研讨会于2004年8
月17日至19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隆重召开。 
    该讨论会对通古斯诸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沿革、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文学传说、经济结
构、自然资源、环境保护、体质人类学的现状和发展以及通古斯诸民族与其它民族间的相互接触和影响等学
术问题进行了热烈而理论性讨论。参加该会的除了有我国满通古斯学的著名专家学者之外，还有来自日本、
俄罗斯、意大利、美国、法国、英国、瑞士、德国、韩国、以色利、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12个国家和地区
的著名通古斯专家学者。与会代表总数达到168人。 
    大会开幕式由本次大会学术委员会执行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朝克研究员主持,中国社
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本次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黄行教授和俄罗斯著名通古斯语专家布拉托娃教授、
日本著名通古斯语专家风间伸次郎教授、瑞士著名通古斯学专家马丁教授、意大利著名通古斯学专家斯达力
教授、韩国著名通古斯学专家李康源教授等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从各自的角度回顾了通古斯学的发展
历史并展望了通古斯学的未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副市长魏国楠和鄂温克族自治旗副旗长赛音图先
生、内蒙古鄂伦春研究会会长阿芳等也做了主题发言。 
    本次大会分语言文字讨论组；历史考古、宗教信仰、体质人类学、社会现状讨论组；文学艺术、文化习
俗讨论组三个分会。大会主题发言及分会讨论上共发表了136篇学术论文。另外，也有十名学者进行了现场口
头发表。以上的大会和分会发言中,有关通古斯诸民族和相关民族语言文字的论文或发言稿有46篇；文学方面
的有34篇；文化习俗方面有30篇;历史考古方面有6篇;宗教信仰方面有14篇;社会现状7篇;经济6篇和体质人类
学3篇。 
    大会闭幕式由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中心主任赵阿平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朝
克研究员进行了总结报告。总结报告上肯定指出了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期满通古斯学所取得的学术成绩，
以及在阿尔泰学研究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在此基础上,本次大会在通古斯学各个领域研究方面达到了一定深
度和广度，提高了通古斯学的创新理论，为通古斯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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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类学研究”课题研讨会在京举行(2004-8-30 15: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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