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科研成果 → 学术会议 → 会议综述 

中国蒙古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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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蒙古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

于2007年8月23日至27日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政府所在地松原市前郭镇召开。 

    蒙古学是一门有广泛影响的人文学科，涵盖历史、宗教、经济、语言、文学、艺术等门类。我国是蒙古学研究传统大国，有各门类

成果问世。蒙古族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和乌力格尔等蒙古族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研究课题，一直以

来是国内外蒙古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蒙古文学与文化研究方面成绩十分突出，已经

出版50余部学术著作，发表300余篇论文，民间录音录像资料3020个小时（3020盒录音录像资料）。包括反映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保护和抢救力度的《蒙古民歌一千首》（1—5卷）、《格斯尔全书》（1—5卷）（750万字）、《卡尔梅克江格

尔——文本汇编、校勘注释》（130万字）、《汗哈冉贵——卫拉特英雄史诗文本及校注》（150万）等代表性大型学术成果，还有在国

内外处于领先地位的有关《格斯尔》研究、《江格尔》研究、尹湛纳希研究及蒙汉文学关系研究等学术专著20多部。民族文学研究所在

抢救、保护、出版和研究蒙古族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方面的成果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加强国际间的学

术交流，促进国际蒙古学研究的发展，推进蒙古族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和研究事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吉

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决定联合举办“中国蒙古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的。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共收到学术论文48篇。会议分学术讨论与学术考察两个部分。8月24

日上午举行了开幕式。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主任施鹤安、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张友云、财务基建计划局副局长段小燕、国

际合作局国际处处长周云帆、科研局文史哲部正处级调研员朱渊寿、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朝戈金、副所长汤晓青，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文化宣传司副司长张学进，中共松原市委常委、前郭县县委书记金育辉、前郭县县长呼和少布、县政府正处级调研员恩和以及来自中

国、蒙古、韩国、捷克、俄罗斯等国家的50多位专家学者。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蒙古文学研究室主任斯钦孟和研究

员主持，中共松原市委常委、前郭县委书记金育辉致欢迎词，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朝戈金致开幕词。 

    与会学者们围绕“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主题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保护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理论问题，蒙古文学艺术研究问题，蒙古文化研究问题。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院在大会上作的题为“构建实行智慧与科学智

慧平行发展的历史时代——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几点理论思考”的报告，是理论探讨的代表性报告。在蒙古文学艺术研究方面，

学者们的报告精彩纷呈。其中，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民间艺人研究、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蒙古古代文学研究、蒙古民歌研究、蒙

古族现代作家与作品研究、蒙古文学文献研究方面的论文占多数。在这次会议上，研究蒙古《格斯尔》及《格斯尔》演唱艺人的论文比

较集中。青海民族学院蒙古语言文学系才仁巴力教授的论文较全面地介绍了青海蒙古族聚居区过去和现在的《格斯尔》演唱艺人。内蒙

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布和朝鲁研究员题为《大河源上观巨流——再谈柴达木蒙古〈格斯尔〉之特性及其典型意义》的报告分“围绕

说唱艺人的田野工作”、“柴达木的‘格斯尔文化’氛围”、“柴达木《格斯尔》的形式特征”三个部分，对青海蒙古《格斯尔》艺

人、文化及形态作了深入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岗龙博士的《格斯尔地狱救母和目连救母故事的比

较》，以1716年北京木刻版蒙古文《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为中心，对格斯尔地狱救母和目连救母故事的关系进行讨论和比较，发现

两者之间具有诸多对应关系，从而确定格斯尔地狱救母题材受到了目连救母故事的影响，进而指出格斯尔地狱救母作为英雄史诗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叙事情节和母题已经有了民间文学的形态学特征。内蒙古自治区《格斯尔》工作办公室格日勒扎布研究员的题为《板桥三

娘子与格斯尔变驴的故事》的报告，则探讨了著名的格斯尔变驴故事的来源问题，提出该故事除了受到印藏民间故事母题的影响之外，

还受到唐宋时期汉族古典小说《板桥三娘子》的影响的可能。韩国高丽大学的李善娥女士作了“英雄史诗《格斯尔汗》在现代的接受状

况--以网络游戏《可汗》事例为中心”的报告。史诗《格斯尔汗》等众多文学作品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被移植到各种各样的媒体，这些

英雄故事（英雄神话）不仅在小说或电影而且利用一源多用（one sauce-multi use）的效果，在动画人物产业或动画、网络游戏等多

种领域里得到其商业价值的承认。她的报告揭示了现代化网络媒体给口头文学带来的新的传播方式和途径，令人耳目一新，得到了与会

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提交或宣读的其他有关蒙古英雄史诗、蒙古史诗艺人或其他艺人的论文尚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萨仁格日勒的《蒙古史诗传承历程与

听众意义》、俄罗斯学者杜嘎洛夫的《〈格斯尔〉的蒙古与布里亚特版本之比较》、西北民族大学吴尼乌兰教授的《金巴扎木苏对蒙古

族格斯尔史诗传承中的巨大贡献》、新疆师范大学布•孟和教授的《〈江格尔〉中的历史地理痕迹》、民族文学研究所旦布尔加甫博士



 

的《卫拉特英雄故事与英雄史诗的比较》、民族文学研究所斯钦巴图博士的《青海蒙古史诗的地域特征》、内蒙古大学教授策•杰日嘎

拉的《蒙古族曲艺大师毛依罕》、内蒙古赤峰学院敖敦教授的《朝亦邦胡尔奇及其平民精神》等等。在蒙古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内蒙古

社会科学院巴图研究员作了题为“《育民甘露》与蒙古族格言诗”的报告，内容非常丰富。其他还有巴雅尔图博士的《蒙古文〈西游

记〉研究史话》、孟根娜布其《论〈蒙古秘史〉叙事视角》等。 

    蒙古民歌研究是本次会议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学者们从文化史、美学、文本比较以及蒙古民歌的保护的角度探讨了各自提出的问

题。例如，新疆大学贾木查教授的《关于反映卫拉特蒙古指腹婚习俗的一首民歌》、西北民族大学额尔德尼毕力格教授的《有关卫拉特

三英雄阿睦尔撒纳、舒努、嘎尔丹巴的历史民歌研究》从文化史角度，内蒙古民族大学阿拉坦格日勒先生的《科尔沁民歌美学研究》从

美学角度，西北民族大学的娜日苏女士的《〈陶客套胡之歌〉各种版本比较研究》从文本比较的角度，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乌力吉巴雅

尔教授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发展》从非物质文化保护角度进行了研究。 

    蒙古族现当代文学与思潮也是本次会议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孟克巴雅尔博士的报告在蒙古国和中国

蒙古族当代诗人的诗作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王满特嘎教授的报告在详尽的文献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蒙古现代作家、文论家宝

因讷莫胡同时又是蒙古现代首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的观点。此类报告还有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教授乌力吉德力格尔的《蒙古族当代诗歌

的认知变化》、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苏依勒玛的《哈达作品研究》等。 

    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方面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那木吉拉博士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树崇拜及树生人深化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乌日古木勒博士的“蒙古-突厥阿拉坦沙嘎故事的比较研究”。在蒙古文学文献学研究方面，有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院长白音门德教授的《有关尹湛纳希、哈斯宝作品相关的一个手抄本》、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土布新图古斯博士的《从汉文翻

译的托忒文文献》等报告。 

    蒙古文化研究方面，有俄罗斯学者奥尔加•布拉耶娃的“人民当代生活中的传统和仪式”、俄罗斯学者阿巴耶娃•柳波夫的“中国蒙

古人的族群和文化”、蒙古国学者乌仁拜嘎力的《蒙古族教育孩子的一种方式——禁忌习俗》等论文。其他主题的包括内蒙古民族大学

巴•苏和教授的《郑振铎与〈蒙古秘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内蒙古大学的纳米娅教授的《现代蒙古女性的觉醒》等论文。 

    会议期间，组织代表们考察了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在蒙古族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以及所取得的先

进经验与突出成绩，在实地考察中进行互相学习和经验交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是吉林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近几年，在我国

形成的抢救和保护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该县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前郭县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试点县，确

立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批项目最多的县。其中 “前郭尔罗斯乌力格尔”入选国家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

荐项目名单。乌力格尔、蒙古族婚俗、查干湖冬捕、郭尔罗斯民歌、安代舞、蒙古族萨满“博”祭天、马头琴、四胡等入选2007年4月

公布的吉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马头琴和四胡事业快速发展和推广，尤其是马头琴教育形成了一定规模。2002年，前

郭县马头琴艺术教育列入教学计划。从内蒙古招聘12名优秀的马头琴教师充实到民族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全县专职马头琴教师达32人，

开展马头琴教学的学校发展到28所，学习马头琴的学生达1500余人。2006年8月4日，前郭县被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正式命名为“中国马

头琴之乡”。2006年9月1日，在自治县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1199名马头琴的齐奏表演，成功创造了吉尼斯世界记录。此次在前郭

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进行的学术考察，为中外学者在田野中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条件。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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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蒙古族文学的相关文章

· 真正成为农牧民作家之家 

· 拥抱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春天 

· 强化传统扶持重点培育新型学科

· 《蒙古英雄史诗大系》（卷一）

· 新疆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在博

作者斯钦巴图的相关文章

· [斯钦巴图 ]英雄史诗《江格尔》与“江格

· [斯钦巴图 ]“中国蒙古文学与文化”国际

· 院B类课题“胡仁·乌力格尔田野研究”近日

· 史诗传统语境中的蒙古历史文献

· 新疆卫拉特“江格尔”演唱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