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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拉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现主要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内蒙古自
治区、黑龙江省等省区。
卫拉特蒙古历史悠久，长期以来，卫拉特蒙古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奋斗，发展了本民族的经
济、文化，开发了祖国的西北边疆，为推动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势力所及
，也直接影响其邻近各部族历女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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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卫拉特蒙古各部早期的传说和历史　　第一节卫拉特早期的传说和历史　　一、有关卫拉
特一词的民族词源学问题卫拉特蒙古是蒙古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卫拉特是Oyirad的汉语音译。
元朝将Oyirad译作“斡亦剌惕”、“斡亦刺”、“外刺”、“外剌歹”等。
明朝译作“瓦刺”。
清朝至今，汉文史籍中常译写作“卫拉特”。
亦有译写为“厄鲁特”、“额鲁特”，或称之为“西蒙古”者。
西蒙古是相对东蒙古而言，主要指卫拉特蒙古。
厄鲁特、额鲁特是Ogeled的汉语音译，它只是卫拉特蒙古诸部中古老的部落之一，但清代一部分著作
中常以厄鲁特、额鲁特来指称整个卫拉特，这是不确切的。
此外，国外一些著作还往往将卫拉特称为“卡尔梅克”（kalmyk、kalmuk）。
卡尔梅克这一名称，据伯希和（PaulPelliot）引布莱特施耐德尔（Bretschneider）的说法，在1398年时即
已为人知晓。
这个词的词源，人们有不同看法：帕拉斯（Pallas）认为是“留下”的意思；弗舍尔（Fischer）认为是
“高帽子”的意思；文森（Witsen）认为，卡尔梅克人之所以被这样称呼，是由于他们的辫子。
巴托尔德支持帕拉斯的说法，他说：“卡尔梅克这个词（大概根据民族词源学）来源于动词卡尔马克
，即‘留下’之意。
它似乎是表示那些留下的异教徒卫拉特人，而区别于新皈依伊斯兰教的东干人。
”对卡尔梅克一词的使用范围，科特维奇在他写的《有关十七至十八世纪对卫拉特人关系的俄国档案
资料》中提出：“在俄国和外国文献中，常使用三个术语来表示西蒙古人：卫拉特——出自蒙古史料
；卡尔梅克——出自古代俄国史料（其中包括档案资料）所遵循的伊斯兰史料；厄鲁特——出自中国
史料。
这里采用了蒙古术语卫拉特，而卡尔梅克这个术语，专门用来表示那批住在伏尔加河、顿河及乌拉尔
河一带的卫拉特人，他们已习惯于卡尔梅克这个名称，而遗忘了古名——卫拉特。
”　　我们在本书中用卫拉特来指称所有卫拉特人。
　　卫拉特一词的语源，研究者们存在不同看法。
18世纪末、19世纪初，帕拉斯、施密特（Schmidt）等人认为“卫拉特”是由“卫拉”（Oyira）——含
有附近、邻近之意——加复数成分“特”（d）组成的，为“亲近者”、“联盟者”之意。
俄国的布里亚特蒙古学者多尔济班扎罗夫则认为“卫拉特”是由“卫”（Oyi）——林木、森林——
加“阿拉特”（arad）——百姓——组成的，意为“林木中的百姓”。
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
前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理由。
在学术界，人们认为班扎罗夫的解释更接近事实，虽然新近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但还是没有充足的
历史和语言学依据。
因此，卫拉特一词的确切含义尚有待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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