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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蒙古法制史（汉）》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蒙古的一些法律条文，收录了内蒙古社科院历史
所研究员留金锁先生的两篇文章，把古代蒙古法介绍得更详细和全面。
《古代蒙古法制史（汉）》最终想解决一个问题，说明蒙古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法制民族，自成吉
思汗以后，蒙古族封建统治者不断地因时、因事制宜地制定法律，以法治国或治理所辖地区。
研究法律条文，它有着鲜明的游牧特点，丰富了中华法制的内容，从而可以纠正游牧的蒙古民族是粗
俗、落后民族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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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奇格，蒙古族，1941年5月9日出生于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1966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80年调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现任科研处副处长、副研究员，兼
内蒙古自治区历史学会理事。
编著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近代蒙古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成吉思汗的命令、札撒和必
力格》《世界大人物丛书·成吉思汗》等著作，发表了《蒙古族法制史概论》《阿勒坦汗法典》《阿
勒坦汗宗教法规述峪》《图们汗法典》《卫拉特法典体系的产生及其主要特点》等论文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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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蒙古学文库》序《中国蒙古学文库》总论概论第一章  古代蒙古的约孙    第一节  约孙时期的蒙
古社会经济    第二节  约孙时期的社会政治制度    第三节  蒙古族约孙源流浅析    第四节  约孙的界定及
其内容第二章  成吉思汗大札撒    第一节  《大札撒》时期蒙古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    第二节  《大札撒
》的颁行及其完成    第三节  《大札撒》的内容    第四节  审判制度及其刑罚种类    第五节  《大札撒》
的主要特点及其意义    第六节  窝阔台汗对《大札撒》的继承与发展第三章  元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第
一节  元朝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    第二节  元朝的建国纲领《十善福经教正典》    第三节  元朝时期有
关畜牧业和保护野生动物的法规    第四节  元朝时期的法典律令    第五节  元朝的裁判制度和刑罚种类    
第六节  元朝法制的基本特点第四章  北元时期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北元时期的蒙古社会经济和政治制
度    第二节  图们汗法典    第三节  阿勒坦汗的宗教法规    第四节  阿勒坦汗法典    第五节  喀尔喀七旗法
典    第六节  旧察津毕其格    第七节  卫拉特法典    第八节  噶尔丹洪台吉旨令    第九节  敦罗布喇什补则  
 第十节  《卫拉特法典》体系的裁判制度、刑罚种类及其主要特点第五章  清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第一
节  蒙古各部归清概况    第二节  清代蒙古的社会政治制度    第三节  清朝的对蒙政策及其立法    第四节  
喀尔喀法典    第五节  沙毕衙门制定的《乌兰哈其尔图》法规    第六节  阿拉善蒙古律例    第七节  察哈
尔正镶白旗查干乌拉庙庙规    第八节  呼和浩特的有关法律文档    第九节  布里亚特习惯法第六章  蒙古
法制各时期的法律思想    第一节  约孙时期的法律思想    第二节  成吉思汗的法律思想    第三节  元朝时
期的法律思想    第四节  北元时期的法律思想    第五节  清朝时期的法律思想第七章  古代蒙古法与蒙古
社会    第一节  氏族、家庭与婚姻    第二节  古代蒙古法与蒙古风俗    第三节  古代蒙古法与宗教附录1：
关于古代蒙古的婚姻法问题附录2：古代蒙古家庭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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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学研究也在广泛深入地开展。
研究范围包括文学史，著名作家，当代文学的评论，古代文学、诗歌、民间文学等。
文学史有《蒙古文学简史》、《蒙古文学概况》、《蒙古文学史》。
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有那木吉拉舍旺的《蒙古古代文学研究论文选集》、和希格陶克陶的《蒙古古代
文学研究》等专著和文集。
中国学者在研究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成绩显著。
收集整理出版尹湛纳希作品的同时，对他的生平、作品、文学思想、文艺技巧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研究。
额尔敦陶克陶、那木吉拉舍旺等人有重大贡献。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收集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民间口头文学。
其中仅以《江格尔》、《格斯尔》为例，以巴岱为组长的《江格尔》研究小组，收集全新疆范围的江
格尔故事，出版了九卷九十四章的《江格尔》和两卷本六十章的《江格尔》。
仁沁道尔吉的《英雄史诗江格尔》专著，代表中国学者研究江格尔的学术水平。
“格斯尔”研究列入了国家“六五”、“七五”计划。
内蒙古民族事务委员会格斯尔办公室收集整理出版了二十余种书面和民间口头流传的《格斯尔》。
　　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开始于80年代初。
在中国来说，这是蒙古学领域里的新的研究课题。
目前，研究机构及专职研究人员已粗具规模。
蒙和巴图同志最早带头研究蒙古族哲学史，并组织蒙古族哲学史研究会，促进了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
工作。
在资料收集整理方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族哲学史研究室出版5本《蒙古族哲学史资料选编》（
蒙文）、两本《蒙古族哲学史论文集》（汉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招收蒙古族哲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研究成果显著。
格·孟和的《蒙古哲学研究》及其他同志的《蒙古哲学思想史》、《蒙古族哲学史》等，都是蒙古族
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
　　巴音图同志领导的蒙古族军事史的研究也是从80年代开始的。
内蒙古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史研究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撰写了《蒙古古代战争史》，编辑出版了3本
《蒙古族军事研究论文集》。
　　蒙古族经济史是蒙古学研究领域里的新兴学科。
高万宝扎布同志领导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会，团结、组织广大学者开展蒙古族经济研究
，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这方面陈献国同志做了大量工作。
蒙古族经济史研究会召开过几次全区性的经济史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十余种学术论文集、专著和译著
。
内蒙古师范大学设有畜牧经济研究室。
　　蒙文文献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设有蒙文文献研究室，专门研究蒙文历史文献。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留金锁的《13-17世纪蒙古历史编纂学》一书和乔吉的《蒙文文献版本研究》专题论文，对蒙文历史文
献的内容及版本学进行了探讨。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校注出版了十余种历史文献。
除不同版本的校勘外，还做了大量的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宗教学的注释。
已故的戈瓦、额尔登泰、乌云达赉等人及珠荣嘎、纳古单夫、乔吉等人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的
校注得到国际上的有关学者的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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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蒙古的一些法律条文，收录了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留金锁先生的两篇
文章，把古代蒙古法介绍得更详细和全面。
本书最终想解决一个问题，说明蒙古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法制民族，自成吉思汗以后，蒙古族封建
统治者不断地因时、因事制宜地制定法律，以法治国或治理所辖地区。
研究法律条文，它有着鲜明的游牧特点，丰富了中华法制的内容，从而可以纠正游牧的蒙古民族是粗
俗、落后民族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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