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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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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十几年来，昭乌达译书社搜集、整理、校订蒙古文民族、民间典籍，翻译成汉文出版问世，其种类包括了自元朝以来的诗歌、散

文、小说，乃至建国抵达新时期的剧本和文学评论，皇皇大观，海内外读者称赞有加。现今，又推出了蒙古族民间故事、民歌、赞词祝

词，由庙堂而江湖，可谓百鸟争鸣，大地飞花。  

  在各地实行“文化搭台”的举措，寻根、修建炎黄庙、搜罗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昭乌达译书社就开始了对民间文化文学的保护工

作。这项工作，从准备到实施已经超过了20年。  

  他们经过艰苦努力，编译出版了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多达4部12卷，为蒙古族的文学艺术事业做出了可喜的贡献。  

  昭乌达译书社是一个民办公助的非赢利机构，由一群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热爱文化和热爱子孙后代的仁人志士组成，其作为之动

机无非是：把祖先好的文化留给后代。在出版历代蒙古族文化典籍的过程中，最难的是搜集与翻译，后者尤难。你不能指望汉民族成就

卓著的专家与作家把蒙古文典籍翻译成汉文，更不能指望外国人来做这件事。而把古蒙古文，各地域蒙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白话文实是

更为艰巨的工程。众所周知，一个人从事翻译工作，大多是把外来语翻译成母语，但把母语文学翻译成外来语出版，就要多付出几倍甚

至更多的努力。  

  当我们说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就离不开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的展示，共生才能和谐。然而展示这些成果离不开有人下大气力搜

集、挖掘和保护民间文化。昭乌达译书社为什么要把蒙古族文学成果翻译成汉文出版？是为了进入中华文化大的生态园，更有利于保护

和提高蒙古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有利于让各民族读者了解蒙古族文化，也就是参与创造和谐的主题。我作为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之外的

一个从事文学活动的蒙古族后人，以毫无偏私的立场说，昭乌达译书社所作的贡献，应该得到政府的褒奖。这一套书的内容是蒙古民族

历代民间故事、民歌和赞词祝词，民间特色更为浓重。对这些作品，拉开一个学术的架子在 这里条分缕析是极为苍白的，不如开卷读

之，从中了解一个民族丰富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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