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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拉特蒙古是蒙古民族的重要一支，有着悠久历史与独特文化。
1648
年，卫拉特蒙占著名学者、宗教活动家咱雅班第达创制了文字，即托忒文。
卫拉特蒙古人有了自己的文字，并用它记载、编写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
《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作者M·乌兰通晓托忒文，在前人研究基
础上，广泛搜集资料，辅以田野调查等方式，对托忒文卫拉特蒙古历史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与系统研
究。
《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考察了这些文献产生的背景、作者、版本
及整理状况，比较研究了其与清朝官方史籍的渊源关系；探讨了托忒文历史文献与卫拉特蒙古史学的
关系，回顾了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状况，肯定了托忒文文献的史料价值；并以托忒文为基本史料，对
卫拉特蒙古历史做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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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乌兰，笔名M．乌兰。
蒙古族。
1963年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
1981年考入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系。
1985～2002年在新疆大学任教。
200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2004~博士学位。
2005～200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现为西北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托忒文文献及卫拉特历史的研究工作。
主要论著有《十七世纪卫拉特历史研究》、《托忒文历史文献对清朝官方史籍编纂的影响》、《托忒
学——清朝有关边疆民族的一种专门教育机构》、《卫拉特蒙古史籍——初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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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上编 托忒文历史文献
第一章 托忒文历史文献的产生及其流变
 第一节 托忒文历史文献产生的背景
 第二节 托忒文历史文献的产生、流传及版本体例
 第三节 汉文文献研究著述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第二章 史源学意义上的托忒文历史文献
 第一节 清朝重要的专门教育机构——托忒学
 第二节 托忒文文献与清朝官方史学的关系
 第三节 其他文种文献著述与托忒文历史文献间的史源学关系
中编 文献与史学史
第三章 托忒文创制以前卫拉特蒙古人历史记忆
 第一节 蒙古史学史研究
 第二节 神话时代
 第三节 史诗时代：《江格尔》与卫拉特蒙古人的历史记忆
 第四节 融入蒙古共同体后的历史知识
 第五节 卫拉特史学传统从史诗向书写时代的嬗变
第四章 托忒文创制后的卫拉特蒙古史学
 第一节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上半叶的卫拉特史学
 第二节 伏尔加河流域卫拉特人的史学发展
 第三节 准噶尔地区卫拉特蒙古史学的发展
 第四节 噶班沙拉勃史学传统的继续
 第五节 卫拉特蒙古史学的发展
 第六节 青海卫拉特蒙古史学
下编 史料与历史研究
第五章 托忒文文献与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
 第一节 1990年至今的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
 第二节 托忒文历史文献与历史研究
第六章 卫拉特史家著述中的事件
 第一节 与东蒙古之冲突
 第二节 卫拉特的内乱及迁徙
 第三节 丘尔干大会
 第四节 卫拉特的向外发展
第七章 卫拉特史家著述中的人物
 第一节 和硕特部人物
 第二节 厄鲁特及杜尔伯特部人物
 第三节 土尔扈特部人物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一 蒙古文文献
 二 清朝满、汉文文献
 三 藏文汉译文献
 四 其他文种汉译文献著作
 五 研究成果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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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上面罗列的档案摘抄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种信息：　　第一，卫拉特蒙古人的历史知识直接成为
卫拉特著述的第一手资料。
由于前朝明朝没有留下较为系统的有关卫拉特人的历史资料，所以清朝主要从卫拉特人处获取有关他
们的资料，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信息。
　　第二，清朝获取了卫拉特蒙古人的很多口述资料，主要是系谱资料。
由于卫拉特蒙古自古以来就有口述传承自己部落家族系谱的传统，所以这些资料非常珍贵可信。
　　第三，命令通晓托忒文并且了解部落历史的卫拉特人记载他们自己的历史。
　　由于厄鲁特人，即准噶尔部以及辉特部在清朝的统一战争中损失惨重，不仅人员所剩无几，文化
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包括有关史籍；所以在清朝档案中多次出现搜寻厄鲁特部史籍的记载，应该就
缘于这种情况。
而像杜尔伯特部由于归附清朝，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则是在准噶尔汗国灭亡后回归故土的，他们与
准噶尔部、辉特部之间的不同经历，使得清朝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取他们的世系谱或其他有关史籍。
上述档案记载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笔者认为，清朝为了编纂史书，在有关卫拉特历史信息、托忒文历史文献的搜集上做了很大的努
力。
通过采集文献、探访知情者，建立起了纂修卫拉特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库。
其中有些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的形式保存了下来，有些则从托忒文翻译成了满文、汉文。
不管如何，这部分史料详实可靠，并且通过祁韵士，这些重要文献史料被宫廷之外的史学家所获，像
张穆这样的史学家就得以利用这些以宫廷档案为资料的史籍成功地撰写了《蒙古游牧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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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托忒文，是卫拉特蒙古著名学者及宗教活动家咱雅班第达于1648年在回鹘蒙古文基础上创制的一种文
字。
托忒文的创制，在卫拉特蒙古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此，卫拉特人的书面文化开始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卫拉特蒙古人开始有了自己的书写方式，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不再失语，托忒文历史文献留下了他们的
话语。
自这时起，卫拉特人就开始用它完成不少文献资料的编写与整理，包括人物传、法典、外交文书、祭
地书、纪实文学、地图、世袭谱。
M·乌兰所著的《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分上、中、下三编共七章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托忒文历史文献进行系统介绍研究，以探讨托忒文文献与卫拉特史学史及历
史研究等方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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