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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阿尔泰学是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国际性学科。
在18世纪前半叶，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今天称之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一通古斯语族的诸语言之间
存在着某些共同性。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探索，由芬兰学者兰斯铁提出阿尔泰语假说，认为以上诸语言彼此同源，它们来自
原始的共同阿尔泰语，从而为阿尔泰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自兰斯铁的阿尔泰语系假说以来，阿尔泰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种成绩的取得始终伴随着主张和反对阿尔泰理论的激烈争论。
同阿尔泰语系假说相对的理论认为，被称作阿尔泰语系的诸语言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共同性，是因为这
些语言相互接触、彼此影响的结果。
或许阿尔泰学假说是永远无法得到证明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阿尔泰语系假说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和一个对话的空间。
无论认为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共同性是因为它们来自共同的原始阿尔泰语，抑或是因为语言接触和语
言影响所致，学者们之间的讨论和对话都在推动着对这些语言的研究不断深入，使我们对阿尔泰语系
诸语言不断有了更深人的了解和认识。
然而，学者们围绕着阿尔泰语系假说所展开的争论始终是在语言学领域展开的，他们所关心的更多的
是语言自身的规律：出发点是语言，归结点仍然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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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阿尔泰学是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国际性学科。
在18世纪前半叶，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今天称之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一通古斯语族的诸语言之间
存在着某些共同性。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探索，由芬兰学者兰斯铁提出阿尔泰语假说，认为以上诸语言彼此同源，它们来自
原始的共同阿尔泰语，从而为阿尔泰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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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学院蒙古语言文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蒙古语语义学和语法学。
已出版的专著、教材有《蒙古语研究新探》、《蒙古语义研究》、《语义学》(完成20万字)、《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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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索德，蒙古族，内蒙古库伦旗人。
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副院长、科尔沁文化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蒙古语族语言和满语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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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比较全面地总结蒙古语族语言研究实际情况，我们以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为原则，从以下两个
方面进行了归纳：蒙古语族诸语言的描写研究、蒙古语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
这样不但符合蒙古语族语言研究的实际，而且对当前蒙古语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及其阿尔泰语系语言的
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一、蒙古语族诸语言的描写研究　　蒙古语族诸语言的描写研究，包括印藏传统语文学研究和西
方现代语言学研究两个内容。
印藏传统语文学研究成果，只涉及蒙古语，并且用西方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的成果蒙古语也最多，随
之而来关于蒙古语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较多。
因此，为避免重复，我们既考虑全面介绍蒙古语族诸语言研究概貌，又把概述重点放在蒙古语族其他
语言研究方面。
　　(一)蒙古语的描写研究　　蒙古语的描写研究史，从13世纪中叶贡噶坚赞《蒙文启蒙》为起点，
至14世纪前半叶搠思吉斡节尔的《蒙文启蒙》诞生及18世纪前半叶丹赞达格巴根据其著编著的《蒙文
启蒙诠释正字苍天如意珠》(《鄂突尔贵嘛呢》)问世，传统蒙古语文学家用印藏语文学方法研究蒙古
语文，为蒙古文拼写法的完善及蒙古语文的学习使用，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其中丹赞达格巴所编著《蒙文启蒙诠释正字苍天如意珠》，是20世纪以前传统蒙古语文学著作的典范
。
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叙述蒙古文字的使用及创字情况。
第二部分讲述蒙古文的字母系统、格系统、词类、词缀以及元音和谐等问题。
第三部分借用印度哲学的“五大”和中国哲学的“五行”的概念对蒙古语语音的发音生理特点做了分
析。
之后，蒙古族学者继承和发展了传统语文学成果，编著一些语法书和教科书，为蒙古语文的普及和繁
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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