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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蒙古学文库·中国民族语文工作的创举：蒙古语文“八协”工作二十年回顾》是撰写我国
八省、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20年历史事实。
该书对于“八协”产生的基础及其历史背景，“八协”的职责及其运作形式，“八协”的历史功绩及
其协作中遇到的理论、政策问题以及如何继续加强“八协”，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探讨。
这些回顾、探讨，反映了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特别是翔实地反映了“八协”建立以来，我国蒙古语言
文字工作历史。
《创举》记载了“八协”沿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三北”
地区蒙古语文工作繁荣发展，推动蒙古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科学事业发展的事实。
从这部书可以看到国家批准建立的由“三北”地区八个省、自治区参予组成的八协”组织，是我国民
族语文工作方面的一项创举，是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民族工作上所采取的一项英明决策。
它深得我国广大蒙古族人民的拥护，深得各民族语文工作者的赞扬。
　　民族语文工作是整个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既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智力开发、提高文化素质的问题，也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自治权利的政治地位问
题。
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说明：在多民族国家里采取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政策、措施，处理民族语言文字
工作问题，不仅能迅速提高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且能增进民族问的和谐、团结。
作者以充分的事实说明“八协”工作，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科学文化的发展，在增强民族团结
，促进各民族凝聚力方面也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民族语文工作，不仅有很强的政策性，而且也有严肃的理论、学术性。
有时政策性、学术性问题交织在一起，更有其难度和复杂性。
作者就如何对待、处理这些问题，在书中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在许多问题上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见
解，作了详细的论述。
这些，对从事语文行政工作者，或从事民族理论、学术研究工作者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蒙古学文库·中国民族语文工作的创举：蒙古语文“八协”工作二十年回顾》可以说是作
者将“八协”工作20年的情况如实记载，并向八省、自治区协作工作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离休以后，他在较困难的条件下，又搜集资料，参阅文件，翻看笔记、日记，较短的时间，撰写出这
部书，不仅客观地总结“八协”70年历史，而且依据党和国家坚持的有关民族问题和民族语言问题的
理论、政策，结合我国蒙古语文工作实际，对许多理论、学术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这部书既有历史资料价值，又有理论、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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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舍那木吉拉，蒙古族。
1930年1月出生于吉林省镇赉县。
1941-1945年在内蒙古扎赉特旗阿尔本格勒、音德尔等地小学读书。
1947年在内蒙古索伦青年学校读书，1948年转入乌兰浩特内蒙古军政大学学习，同年9月由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保送到吉林工科高级职业学校读书。
1950年因病肄业。
之后从事共青团工作，曾任市（县级）团委书记、盟（地级）团委部长、内蒙古自治区团委副部长、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蒙编部主任、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研究处处长。
1976年起任内蒙古语委副主任、主任并兼任八省、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协作小组办公室主任、副组长
等职。
曾任内蒙古自治区第六届政协委员。
曾任中国民族语文研究会第四届、五届常务理事、内蒙古民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蒙古语文学会
第二至三届会长，1999年5月改任该会荣誉会长。
现为中国蒙古学学会筹委会委员。
 　　从事民族语文工作过程中，注重研究语言与民族、语言与社会、民族语言与主体民族语言等社会
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研究。
曾在国家级、省、区级报刊上发表论文、调查报告、评论50余篇，并出版过《语言与智力开发》一书
。
有的论文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和发展问题
》一书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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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蒙占学文厍》序《中国蒙古学文库》总论序言前言第一篇 蒙古语言文字及协作省、区的蒙古族
第一章 蒙古文字及当今我国蒙古族使用的文字第二章 我国蒙古语系属、基础方言、标准音第三章 各
仂、作省、区蒙古族历史沿革及其使用的语言第一节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第二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蒙古族第三节 青海省蒙古族第四节 甘肃省蒙古族第五节 辽宁省蒙古族第六节 吉林省蒙古族第七节 黑
龙江省蒙古族第八节 河北省蒙古族第二篇 “八协”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一章 “八仂”是正确贯彻执行
党的民族政策的产物第二章 “四人帮”直接插手企图将“八协”扼杀在摇篮里第三章 国务院第二次
发文件“八协”正式诞生第四章 拨乱反正工作第三篇 “八协”的运行机制第一章 “八协”的性质、
职责及其协作内容第二章 “八协”的运作形式第三章 一次至八次“八协”小组会议第四篇 “八协”
的历史功绩第一章 促进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第二章 推动智力开发，提高了蒙
古民族的科学文化7k平第一节 恢复、发展了蒙古语文授课为主的民族教育第二节 培养蒙汉兼通的各类
人才第三节 促进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新闻出版、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第四节 组织技术培训使文化知
识转化为生产力第三章 推动了我国蒙古语言文字科学研究的发展第四章 互通有无、交流经验，增强
民族信心第五篇 在“八协”工作进程中遇到的理论、政策第一章 民族语言的发展与融合第二章 蒙古
语言文字的历史地位、作用第三章 蒙古语言与汉语言的关系⋯⋯第六篇 对“八协”的展望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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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了蒙古文字，才有1240年《蒙古秘史》这一闻名世界的历史巨著的诞生，给我们留下了祖先的
翔实史迹。
《蒙古秘史》已成为国际蒙古学学者研究古代蒙古的珍贵史料。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蒙古学学者研究、阅读的拉施特《史记》、《世界征服者史》、《多桑蒙古史》、
《草原帝国》，还有《元史》、《蒙古源流》、《黄金史》，以及最近几年出版的《蒙古族通史》、
《成吉思汗史记》等等各种不同文字的蒙古历史书籍，无不是由《蒙古秘史》演绎而成，或从中摘引
珍贵的历史资料。
至今，虽未见到《蒙古秘史》的回鹘式蒙古文的原版，但从给我们留下来的以汉字音写的《蒙古秘史
》看，我们的祖先以其民族文字，采用文学语言翔实地写成窝阔台汗执政和执政以前的蒙古族历史。
这在蒙古民族史上是空前的，是一个里程碑。
如果没有用蒙古文字写成的《蒙古秘史》，蒙古族的历史叙述不知怎样了，尤其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的
形成不知如何，我们的文明史不知从何时谈起。
著名的汉语学家安子介先生著书称汉字的发明是汉族历史上的五大发明之一。
蒙古族在历史上为人类和民族做出丁哪些巨大贡献和发明呢？
对此，作者没去专门研究，不能多说。
但是，文字可以说是一个发明了，而且是为后代留下来极为重要的遗产吧！
作者曾于1992年参加国家民委组织的民族语文考察团到美国考察。
在美国世界民族语言学院的北卡州夏洛特镇的后勤基地一个“世界文字博物馆”里，看到展品中有蒙
古民族文字一览。
据解说者介绍那里记载的蒙古文字史虽然很不全面，但是，总有一页记载着蒙古民族文字的历史。
《蒙古秘史》的研究，在世界上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秘史学。
它虽然是整体蒙古学中的一部分，但它是蒙古学主要资料来源。
它是蒙古族的一部极重要的文献，包括蒙古语文、历史、文学、军事、哲学、民俗等多方面内容的世
界名著。
如果蒙古族没有文字，这些就无从谈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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