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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历史文化研究方向  

项目名称：蒙古史文献的整理与比较研究 

项目主持人：张久和 薄音湖  

  一、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蒙古史文献的整理与比较研究是目前蒙古史领域的薄弱环节，其中有的方面尚属学术研究的空白。辽夏金元明清各代历史文献的整

理，尤其是发掘明清以来的蒙文、满文和汉文档案资料，开发藏文古籍中的蒙古史资料，将多种文字史料进行比较研究，是前人尚未着手

去做或者说做得还很不够的领域，这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蒙古史研究的深入和提高。  

本课题对辽夏金元明清各代的历史文献主要是蒙古史文献做进一步的整理和比较研究，将为研究者系统掌握历史资料提供方便；蒙

文、满文、藏文和汉文史料的整理挖掘和比较研究，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发掘利用，将为纠正以往蒙古史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结论，为蒙

古史及相关学科增添新内容，开拓新领域，为在蒙古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上取得突破做好史料的基础性工作。本课题的进行和完成，对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蒙古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促进蒙古史研究向纵深发展，探索蒙古史研究的新方法，培养一批多种文字史料整理和比较研究的

人才，均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对总结蒙古民族及其他民族的历史发展规律，加强内蒙古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为党政机关制定

符合实际的民族政策，具有理论意义。  

   二、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包括辽、西夏、金、元、明、清时期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比较研究。分六个子课题：  

1．  辽代历史文献整理研究；  

    2．西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  

    3．金代历史文献整理研究；  

    4．元代历史文献整理研究；  

以上子课题对辽、夏、金、元、清各代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类史料作搜集、排比、归类，以文献资料为主，重

视考古资料的整理利用。精选史料，从史料中提炼出概括性结论，既作史料编纂，又有学术研究。最终各完成专著一部。  

5．明代蒙古史文献整理研究。内容包括点校、题解明代与蒙古史有关的汉文史料。分析蒙文史书的史源，评价史料价值，与相关的

汉文史籍进行比较研究。最终成果：专著二部。  

 6．清代蒙古史文献整理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清代蒙文、满文、藏文和汉文等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标点校勘和比较研究。其中蒙

文档案、满文档案、汉文档案是非常重要而又为蒙古史学界没有充分挖掘整理，重视不够的文献领域。最终成果：专著二部。  

本课题研究以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传统的历史考据学、比较文献学、民族史语文学、校勘学、语言

学等方法，吸收西方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合理内核，对辽至清代的历史文献主要是蒙古史文献进行整理与比较研究。对辽夏金元的汉文史

料侧重于整理编纂，对明清时期多种文字的蒙古史文献侧重于整理和比较研究。  

辽夏金元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将史料做详细分类，用大量的史料说明具体的历史问题，得出概括性结论。在辽夏金元史的研究方

法上，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明清以来蒙文、满文和汉文档案资料的整理研究，由于以往研究条件、水平和手段的限制，一直是蒙古史

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也是蒙古史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难题。近年来，随着国内外档案馆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本中心研究人员经多年努力

掌握了古蒙古文、满文、藏文等民族语言文字，具备了进行多种文字文献比较研究的条件和能力。明清以来蒙古史档案资料的开发利用，

将为明清蒙古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起到积极作用。  



本课题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为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在2—3年内按计划完成专著8部，学术论文若干篇。研究成果可为国内外从事辽

夏金元明清各代史、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科研、教学机构使用，可为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教

师、学生等参考；对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党政部门实施西部开发，制定符合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民族政策提供具体的历史借鉴和参考。  

本课题组由专职研究人员3人，兼职研究人员7人组成。专职人员均为教授；其中博士2人，硕士1人。兼职人员教授5人，副教授1

人，讲师1人；博士3人，在职博士1人，硕士2人。子课题“辽代历史文献整理研究”，专职研究人员1人，教授，博士；“西夏历史文献

整理研究”，兼职研究人员1人，教授，硕士；“金代历史文献整理研究”，专职研究人员1人，教授，博士；“元代历史文献整理研

究”，兼职研究人员2人，教授1人，讲师1人，在职博士；“明代蒙古史文献整理研究”，专职1人，兼职2人，均为教授，博士1人，硕士

2人；“清代蒙古史文献整理研究”，专职1人，兼职3人，教授3人，副教授1人，博士3人，硕士1人。  

本课题组成员在分别承担的具体内容方面，已有多年研究基础，有的是正在承担的国家及自治区科研项目基本选题内容，有的是博

士论文的基本选题方向，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已有一批相关研究成果正式发表。课题组成员学历、职称、年龄结构合理，学术专长搭配适

当，研究内容具有连续性、基础性和开拓性。大家团结一致，严谨求实，经过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按时保质完成研究任务，为蒙古史研究

再上一层台阶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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