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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两院士在蒙古学研究中心演讲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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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2005年12月11日下午，应北京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邀请，蒙古国科学院副院长、国际游牧文明研究院院长恩和图布信

（B.Enkhtuvsin）院士和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散皮勒登德布（Kh.Sampildendev）院士，在北京大学作了精彩演讲。 

    恩和图布信院士演讲的题目是：《关于游牧文明的发展问题》，演讲主要分三部分：一、游牧文明的主要研究方法。二、中亚游牧

文明发展的趋势问题。三、关于畜牧经济的研究。 

    恩和图布信院士认为: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文化，包括人类的生活方式 、国家形式、社会法律制度等所有的内容，

游牧文明实际与西方文明一样，对人类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同样的贡献。 

    他还指出：游牧文明的研究包括两个主要问题：一、将来如何发展的问题；二、游牧文明积累的内容问题。也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

下，游牧文明如何保持自己独立性的问题。由此，结合传统和创新来研究游牧文化是比较合适的一种研究理论。 

他认为，人类社会经过了七种社会形态的阶段：一、人类杂居/群居的社会阶段；、二、自然的社会阶段；三、初级的社会阶段；四、

城邦制度出现后的社会阶段；五、国家阶段；六、区域化阶段；七、全球化阶段。其中，国际化的过程是一种趋势，从民族国家的角度

来讲，主要问题是怎样保持自己民族、国家的文化；在区域层面上，则要把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去探讨

它的出路和发展的趋势；第三个层面是全球化的层面，国家/民族怎样保持自己的特色，在全球化中做出应有的贡献，是比较重要的问

题。 

    恩和图布信院士在讲座中也谈到了设在蒙古国的国际游牧文明研究院自2000年成立以来至今的几个研究项目，其中包括：中亚游牧

文明变迁的课题；游牧文明的人类学和比较文化学研究及中亚游牧文明珍贵历史遗产的研究。通过这些课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游

牧民族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他们也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游牧文明的传统并

没有过时，人和自然的和谐，是游牧文明的灵魂，这对今天的人类社会有重要的启发性。 

在演讲的第三部分“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和游牧文明的变迁问题”中，他读到了游牧社会变迁的五方面问题：一、游牧文明生活方式的

变迁；二、游牧社会的结构变迁；三、游牧民族人民的闲暇时间；四、社会服务方面的问题；五、畜牧经济的一些问题。 

    演讲的最后，他总结了游牧文明文化遗产的申报问题，并鼓励学者们继续对游牧文明进行研究。 

    散皮勒登德布院士的演讲题目是：《蒙古现代诗歌的历程以及前景》，演讲中，他主要梳理了蒙古现代诗歌的发展脉络。与其他民

族不同的是，游牧民族在生产、生活中保持了与自然和谐的原生状态，同时也保持了文化的原生态。蒙古文学作为东方区域文化的一部

分，走进了21世纪。除了丰富的民间文学，蒙古民族的文化遗产也包括现代文学。 

    他认为，蒙古现代文学从1921年开始，直到60年代，早期的诗歌都是为政治思想服务的，是宣传革命的诗歌。除此之外，也有一些

作家追求文学本身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整个人类离开了战争的阴影，整个世纪处在和平的状态，出现了一些歌颂友谊、

和平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作品。20世纪60年代，从雅沃胡朗的诗歌创作开始，蒙古的诗歌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折。这一批诗人把蒙古诗

歌真正引导到心灵交流的方向。他们的诗歌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文艺的真正功能是净化人的心灵”观点。从这时开始，蒙古诗歌

才进入了用诗歌来净化人的心灵的时代，过去蒙古诗歌中赞美和歌颂的主基调转变为真正的心灵的抒发。70年代的诗歌巩固了60年代抒

情诗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拉哈巴苏伦、朝德勒、乌梁海等诗人又掀起了蒙古诗歌新的浪潮。年轻的诗人们发觉了蒙古语言本身具有

的诗歌弹性，用抽象的手法创作诗歌，将电影中蒙太奇等手法、美的意念都引进到诗歌创作中来。以LAVHSUREN的诗歌为例，艺术分为

两种，一种是时间的艺术，另一种是空间的艺术，空间的艺术是两副美术作品相并存，时间的艺术是在叙述当中一个事件紧接着另一个

发生。LAVHSUREN的诗歌将两种艺术整合到一起，这也是蒙古诗歌成熟的标志。1990年以后，蒙古进入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分

化得比较严重，这时候的诗歌开始反映社会上各种现象，过去诗歌中单一歌颂的形式变成了全方位的反映。然而这时的诗歌也进入了一

个“灰暗时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失去了民族独特的审美和个性。 

    因此，散皮勒登德布院士指出：只有在全球化中保持自己民族特色，才能保持自己，否则就会被同化在其中。演讲后，进行了热烈

的讨论，两位院士分别耐心地回答了师生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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