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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在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中国蒙古学文库》开始出版了。
这套文库的出版，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蒙古族是我们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
她在中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发展中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我国是蒙古族的发祥地，有关蒙古族的史料记载最早见于唐朝，随之历代都有丰富的史料。
蒙古族统治者建立了元朝，其历史功绩震惊中外，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也为中国
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直至近代以来，蒙古族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发展祖国的历史文化而共同奋斗。
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斗争中，于1947年5
月1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又在蒙古族聚居的地区建立了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蒙古族人民当家做了主
人，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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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在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中国蒙古学文库》开始出版了。
这套文库的出版，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蒙古族是我们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
她在中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发展中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我国是蒙古族的发祥地，有关蒙古族的史料记载最早见于唐朝，随之历代都有丰富的史料。
蒙古族统治者建立了元朝，其历史功绩震惊中外，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也为中国
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直至近代以来，蒙古族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发展祖国的历史文化而共同奋斗。
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斗争中，于1947年5
月1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又在蒙古族聚居的地区建立了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蒙古族人民当家做了主
人，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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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春花，蒙古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1966年生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两支箭苏木腰音塔拉噶查牧民家，1984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
学地理系，1988年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同年分配至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地理
。
1992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导师哈斯额尔敦，研究方向为古代蒙古语言学。
1995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分配到首都图书馆古籍部，从事古籍整理工作。
2001年调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主要研究整理清宫旧藏满蒙文古籍。
《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是其第一部专著。
此外，曾发表过的学术论文有：《元代回鹘体（入菩萨行经释>的语法研究》“元代回鹘体（入菩萨
行经释>的词汇研究》《元代回鹘体（入菩萨行经释）的语音研究》《论元代回鹘体的语言学价值》
《论赛尚阿纂》《论清代满蒙文大型分类词典的发展演变》《论富俊纂》《类目体系来源考》《论高
宗对满蒙文词典的敕修极其在语言学方面的作为》《孝庄太后下令译写蒙文佛经与清代宗教政策》《
论高宗敕修》《论故宫藏珍本——（满蒙藏嘉戎维语五体字书>》《论清代满蒙文音序词典发展演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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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蒙古学文库》序《中国蒙古学文库》总论前言凡例绪论第一章 清代满蒙文词典的特点一、语种
、文种多二、形式齐全、版本类型多样三、内容丰富、体裁多样第二章 编者及编修机构第三章 清代
满蒙文词典的发展历程一、康熙、雍正年间的启蒙和发展时期二、乾隆年间的发展和鼎盛时期三、嘉
庆至光绪年间逐渐衰退时期第四章 清代满蒙文词典发展的历史文化根源一、词典繁荣局面的政策性原
因二、政策性因素之外更深层的原因第一篇 分类词典第一章 分类词典的发展演变一、概况二、早期
大型分类词典之“二百八十类分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三、有标音成分的大型分类词典之“二百九十二
类分类体系”的形成发展四、“清文鉴”系列在清代满蒙文词典中的地位及其特点第二章 分类词典提
要101《满汉类书》32卷101《满汉同文分类全书》101《满汉类书全集》102《御制清文鉴》首1卷20卷
总纲4卷103《清文合蒙古鉴》首1卷20卷总纲8卷103《清文鉴》103《御制清文鉴》103《御制满洲蒙古
合璧文鉴》103《蒙古字合刻清文鉴》104《御制满蒙文鉴》首1卷 20卷 总纲8卷105《御制增订清文鉴
》初编32卷 总纲8卷 补编4卷 补编总纲2卷106《御制增订清文鉴》32卷107《御制增订清文鉴》4卷108
《御制清文鉴补遗汇抄》12卷108《清文鉴》109《清文鉴择录》8卷110《御制兼汉清文鉴》3卷111《选
录清文鉴要语》3卷111《清语选要》112《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31卷113《御制四体清
文鉴》32卷 补编4卷114《御制五体清文鉴》32卷 补编4卷115《钦定清语》首1卷6卷 总纲3卷116《钦定
清语》不分卷117《满汉钦定清文鉴》18卷118《钦定清语》不分卷118《钦定新语》119《钦定清语》
不分卷120《辑要》6卷120《五译合璧辑要》121《御制翻译名义集正讹》20卷122《满蒙汉字书》不分
卷122《御制满蒙文鉴》123《钦定辽史语解》10卷124《钦定金史语解》12卷125《钦定元史语解》24
卷126《清语辑要》上下两卷127《满蒙维三体字书》不分卷127《满蒙回文三种译语》127《满蒙回三
语合璧书》129《满蒙藏维四体字书》不分卷129《满蒙藏嘉戎维语五体字书》不分卷129《五体字书
》130《单清语》8卷131《成语辑要》2卷132《音汉清文鉴》20卷133《一学三贯清文鉴》4卷133《一学
三贯》134《文鉴》13卷135《清文鉴》4卷136《唐古特文鉴》6卷136《满汉藏唐古特清文鉴》137《三
体合璧文鉴》32卷138《三体合璧文鉴》25卷139《同文广汇全书》4卷⋯⋯第二篇 音序词典第一章 音
序词典的发展演变第二章 音序词典内容提要第三篇 形序词典第一章 形序词典的发展演变第二章 形序
词典内容提要第四篇 地序词典、时序词典、姓序词典第五篇 无序词典第六篇 词典式丛书索引参考文
献后续《中国蒙古学文库》已出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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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其中《音汉清文鉴》早在雍正十三年（1735）就已刊行。
该词典以《御制清文鉴》为蓝本，翻译其所有词语条目和注解，但去掉了原满文注解，是清代满蒙文
分类词典中唯一一部附汉文注解的满汉合璧词典。
《一学三贯清文鉴》于乾隆十一年（1746）刊印而成，此书虽说是由汉文翻译《御制清文鉴》而成的
满汉合璧分类词典，但其翻译不是简单的翻译。
它的词语编排格式、注解等与《御制清文鉴》不完全一致。
《御制清文鉴》是沿用了典型的“注解词典”格式，每条词语按顺序一一解释其义，所列词语条目字
体为大黑体，而注解的字体色浅、细小。
而《一学三贯清文鉴》的词语条目和注解之间没有以上这种界限，是以讲述知识、解说问题的形式编
写的，其词语条目不一定在注解前边，注解由提问、概说、详细解说等部分组成，比《御制清文鉴》
详细。
此书不是一般的注解词典，而是兼即事以明理的对照语句词典，是讲论养正之道之辞书，与其说是词
典，不如说是教科书。
此外还有《新旧清语汇书》、《钦定清语》等抄本形式流传于世的满汉合璧词典也是以《御制清文鉴
》之二百八十类分类体系为蓝本编纂。
《满蒙汉一学三贯》、《满蒙汉字书》等满蒙汉三体合璧大型分类词典，是以《御制清文鉴》之二百
八十类分类体系为蓝本编成的。
《满蒙汉字书》为满蒙汉文三体合璧词典，《满蒙汉一学三贯》为满汉托忒文三体合璧词典。
这两种词典均收二百五十七类，并是以抄本形式流传于世的残本，所收类名、词语等大多与《御制满
蒙文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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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中国蒙古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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