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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公使参赞到我所进行工作访问 

发布日期：2004-02-18  作者：蒙根娜布其

【打印文章】

        2004年2月17日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的阿尤尔扎那公使参赞和二等秘书

雅·钢巴塔来我所进行工作访问，就蒙古学研究领域的中蒙学术交流等事宜与我所领

导和从事蒙古族文学研究的科研人员进行了友好的座谈和积极的磋商。朝戈金副所长

因出席重要会议，与到访的客人进行了简短的会晤，积极表示了今后加强联系与合作

的基本意向。座谈会由汤晓青副所长主持，我所蒙古族学者、史诗研究专家仁钦道尔

吉、比较文学研究专家扎拉嘎和蒙古族文学研究室、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室及“中国少

数民族文学研究资料库”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参加了座谈。 

  阿尤尔扎那公使参赞介绍了蒙中学术交流的相关情况。他说，长期以来，蒙古国

与中国的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一直有着广泛的学术交流和人员交往，如蒙古国国立

大学、蒙古国师范大学、蒙古国科学院的语言文学研究所，分别与中国的北京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新疆大学以及贵所，

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保持着频繁、互动的学术交流，尤其是在科研院所之间积极开展

合作项目，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推进了蒙古学研究；两国的科研人员之间也形成了紧密

的学术联系，经常互派学者进行短期的讲学活动。中国蒙古学方面的许多学者都先后

赴蒙古国访学和深造，每年大概有二十多名中国的蒙古学者到蒙古国进修，获得学位者也逐年增多。 

  我所学者向两位客人介绍了本所近年来在蒙古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学术进展、课

题情况和学术力量构成，重点陈述了蒙古族史诗传统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和正在积

极推进中的数字化资料学建设；座谈会后大家陪同客人到会议室参观了近期主要学术

成果的陈列展示，一一介绍了《格斯尔全书》（斯钦孟和主编）、《卡尔梅克〈江格

尔〉校注》(旦布尔加甫)、《蒙古族英雄史诗源流》、《〈江格尔〉论》(仁钦道尔

吉)、《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朝戈金)、《<江格尔>与蒙古

族宗教文化》(斯钦巴图)等史诗学研究成果，以及在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中有重

要的学理性发现的理论著作《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

关系论稿》(扎拉嘎)。我所也曾派出多名科研人员赴蒙古国访学，其中在蒙古国科学

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完成学业并获得博士、副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是斯钦孟和、巴雅尔图、旦布尔加甫。 



 

  阿尤尔扎那公使参赞高度评价了我所在中国蒙古学界的影响和地位。他说，中国

是推动国际蒙古学研究的中心，近年来，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学者出版了很多蒙古学方

面的研究著作，在国际蒙古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因而蒙古国对民族文

学研究所相关的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一直予以高度重视和特别关注。这次工作访问的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双方在蒙古学领域的学术合作和人员交流。为此，阿

尤尔扎那公使参赞传达了蒙古国关于蒙古学科研方面的两个重要信息： 

  一是蒙古国从去年开始在每年夏天举办

“国际蒙古学暑期青年学者研讨班”，2004年为期一个月的暑期研讨班将按计划于7月

1日至8月1日在乌兰巴托开班，蒙古国将承担参加者在蒙古国的全部费用，申请的截止

日期为6月15日。此次研讨班由蒙古国著名的蒙古学专家担任主讲，并对参与者提供专

门化的单独指导，系统介绍蒙古国的古代著作和蒙古学前沿成果，并组织各国学员到

蒙古国的古代文化遗址和相关的蒙古学研究机构进行实地考察。二是蒙古国政府为推

进国际蒙古学研究，激励青年学者的治学与成才，已正式设立了一项“总统奖”，专

门奖掖在蒙古学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青年学者。该项奖的申报没有国家和人数的限

制，凡有优秀科研成果出版的青年学者，年龄在40岁以下者都可报名申请。一般情况下，蒙古国组织评奖的有关方面将在每年5

月1日之前汇总申请该项奖的人员情况和相关申报材料，由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定和甄选，最后的获奖名单将于7月份揭晓。特此，

公使热忱地邀请我所的蒙古学青年学者踊跃参与“国际蒙古学暑期青年学者研讨班”的学术活动，并提议有突出成就的学者积极

申报“总统奖”。 

  在今后的学科建设和国际交流中，我所将进一步加强与蒙古国有关科研院所的学术对话，切实开展项目合作。 

（蒙古族文学研究室 蒙根娜布其 报道）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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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孟根娜布其的相关文章

· 阿鲁科尔沁旗胡尔奇概况

· 论无名氏《四卫拉特史》的口头文学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