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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程的基本情况 

  2月17日晚出发，次日下午1点半到达扎鲁特旗鲁北镇。 

  从18日下午2点到22日下午3点，一共4天整，在扎鲁特进行工作协调、有关访谈以及田野调查工作。 

  22日下午3点离开鲁北镇，6点返回通辽市。 

  23日到通辽市文学艺术研究所和通辽市电台进行访谈。 

  24日上午离开通辽，25日早晨到北京。并于当天返所工作。 

  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是18日早一到达通辽就开始了。因为从9点到10点半，利用吃早餐的时间约见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馆蒙古学图书

部主任胡毕斯嘎拉图，商讨有关本子故事手抄本的事宜； 

  在扎鲁特进行田野调查的路上，发生了一次险情，是在2月21号，由于下雪路滑，我们乘坐的卡车突然失控，掉进了路边的沟里，

险些翻车。 

二、同扎鲁特旗政府官员和相关部门的协商、座谈 

（2月18日下午2点到19日下午1点30分） 

  协商和座谈的主题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有关我所扎鲁特基地网页建设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有关我们蒙古文学研究室计划举办的“乌力格尔”演唱月活动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是初步确定将来长期重点跟踪调查的2——3个自然村问题。 

  先说第一点。 

  1.18日下午2点开始到5点，与扎鲁特旗文广局座谈，说明此行的两个目的，演示了我所数字网络工作室制作的扎鲁特基地网页，说

明所缺资料，并向他们了解扎鲁特旗基本情况、扎鲁特旗民间的特色文化及其分布特点、近几年来扎鲁特旗政府在民间文化方面组织的

活动情况。 

  下午5点半到7点，与马副旗长座谈。在座的有文广局的徐局长和万副局长、旗政府办公室主任、扎鲁特网络平台负责人、旗文物

所、旗档案馆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我们的基地思路和网页建设得到了高度评价。基地建设作为扎鲁特旗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被写进

了2004年1月召开的扎鲁特旗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马旗长并指示旗所有相关部门给予我们的网络建设以

通力支持。指定文广局万副局长为与我所的联络和协调员。指定旗网络平台为我所基地网页定期发送滚动新闻。 

  2.访问扎鲁特招商局扎鲁特网络平台，他们同意我们的网页下载他们平台的有关内容； 

  3.访问扎鲁特旗档案局。 

  4.访问扎鲁特文物所，为我们提供了扎鲁特出土文物的照片及相关文字材料，平台扫描以后寄给我们。 

  5.扎鲁特文化界人士访谈。为弥补所搜集资料的缺口，我们对一些文化教育界人士进行访谈，录了相关的资料。包括档案馆的都瓦

萨先生、扎鲁特青年版画家韩戴沁等。我们请韩戴沁在纳钦的原设计基础上，为我们网页设计了一个新的网页标示。同时，我们还就我

们的网页使用他的作品做网络标志征得他的同意，并立字据。 

  6.为网页及田野人员购书 

  7.自己拍了一些照片，从文广局等单位索取了一部分照片。 

  再说第二点。 



  与扎鲁特旗政府相关官员和相关部门的协商与座谈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室计划举办的“乌力格尔”演唱月活动问题。 

  首先，我们的计划得到了扎鲁特旗政府的高度评价和积极支持。认为我们的科学采录工作对他们打造乌力格尔说唱传统的文化品牌

的努力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文广局承诺，在我们双方协议规定范围内提供尽可能多的协助。 

  在科学采录工作开始前，由我所和扎鲁特旗文广局联合下发通知，要求胡尔奇做好准备。 

  考察研究基地的挂牌地点，挂牌仪式暨“乌力格尔”演唱月开幕式会场，并为会场布景做了一些设计准备。 

  第三个问题，由于本次调查时间太短而只限于交换了初步的意见，没有能够进行实地考察。 

三、胡尔奇访谈——田野调查 

（2月19日下午2点——22日下午2点） 

  我们的田野调查分两个方面。田野调查的重点当然是民间艺人——胡尔奇。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所到之处采访对乌力格尔传统非常熟悉的文化人或农牧民群众。短短几天时间，

我们先后对将近30人进行了采访。 

  在鲁北镇，我们重点访问了拉希敖斯尔和劳斯尔两位胡尔奇。对年轻胡尔奇达布胡尔巴亚尔

也进行了采访。 

  20、21号两天时间，我们先后到格尔楚鲁苏木、毛都苏木、道老杜苏木和钦达牟尼苏木等四

个苏木采访民间艺人——胡尔奇。大多数地方连沙石路都没有，我们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颠簸，每

天总行程达150多公里。先后到张德里格尔、莫德格、纳仁满都拉、陶里台、扎木苏、古茹等民

间艺人的所在地访问。 

  访谈主题众多，涉及范围广，可概括为： 

  1、关于乌力格尔名称； 

  2、关于胡尔奇学艺过程，师承关系，家族历史； 

  3、关于他们卖艺生涯，被采访、被录音历史； 

  4、关于演唱习俗，演唱感受，对其他艺人的评价及其理由； 

  5、详细询问每个艺人的演唱曲目，熟练程度，演唱长度； 

  6、关于乌力格尔和胡尔奇的神话、传说； 

  7、关于胡尔奇演唱风格和流派问题； 

  8、详细询问在电台录制过乌力格尔节目的胡尔奇的亲身感受； 

  9、对乌力格尔、好来宝演唱比赛及其对传统的影响的看法； 

  10、对我们科学采录乌力格尔计划的看法； 

  11、关于五传故事等本子故事手抄本的信息； 

  12、胡尔奇演唱的简短录音； 

  13、关于兴安盟、通辽市其他各旗以及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胡尔奇的情况了解等。 

  除了进行胡尔奇访谈以外，我们还从文化界有关人士那儿了解一些情况。比如扎鲁特文联秘书长胡和舒贵、旗教育局的德里格尔先

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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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两项成果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六届优秀科

· 蒙古族版本《格斯尔》研究

· 二十世纪中国蒙古文学研究

· 国际蒙古学史

· 口传《格斯尔》史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