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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高原行纪》

内容概要

《蒙古高原行纪》是“蒙古历史文化文库”之一，《蒙古高原行纪》分3个章节，主要从地质、人类
、古文化方面对蒙古高原地区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锡林郭勒行纪、乌兰察布行纪和蒙古
杂记。该书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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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高原行纪》

作者简介

江上波夫（1906～2002），日本山口县人，193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历任日本
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员、文部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上智大学教授、东海大学教
授、古代东方博物馆馆长、日本学术会议会员、日本考古委员会委员长、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会长
等职，主要著作有《内蒙古长城地带》、《欧亚大陆古代北方文化》、《骑马民族与国家》、《亚洲
民族与文化之形成》、《美术的诞生》、《亚洲文化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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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前言序凡例第一章  锡林郭勒行纪  一  发端  二  从张家口出发  三  滞留土勒图乌兰淖尔  四  进入蒙
古人聚居区  五  从呢总管府出发  六  进入锡林郭勒  七  过东苏尼特王府  八  过库尔查干淖尔湖畔的沙漠
地带  九  在阿巴噶王府  十  滞留贝子庙  十一  从贝子庙出发  十二  到东浩济特王府  十三  翻越大兴安岭 
十四  滞留林西  十五  白塔子  十六  到达林东  十七  过开鲁、通辽  十八  后记第二章  乌兰察布行纪  发
端  第一行程  东乌兰察布    一  从张家口出发    二  进入蒙古人生活区    三  到内、外蒙古边界    四  滞留
包头  第二行程  西乌兰察布    一  从包头出发    二  新绥汽车路    三  三德庙    四  黑山头  第三行程  中乌
兰察布    一  去东公旗王府    二  滞留百灵庙  第四行程  在绥远省东南部    一  滞留归化城    二  过凉城、
丰镇    后记第三章  蒙古杂记  一  从地文学上看蒙古高原    （一）绪论    （二）蒙古的位置和区域    （
三）蒙古的地形    （四）蒙古的地体构造和形成今天地形的经过    （五）蒙古高原的地形及其地貌的
形成过程  二  关于满洲、蒙古和中原地区的古人类——研究综述  三  蒙古高原的古代人骨    （一）人
骨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    （二）关于头骨问题    （三）关于四肢长骨    （四）小结  四  内蒙古高原居民
的生活    （一）序言    （二）生计    （三）季节性迁移    （四）家庭财产    （五）阶级    （六）衣  食  
住    （七）交易  交通    （八）礼俗  信仰    （九）盟旗制度与喇嘛庙  五  关于内蒙古人  六  蒙古人的语
言    （一）蒙古语的特征    （二）蒙古文字    （三）蒙古语的方言    （四）蒙古语与其他语言  七  关于
蒙古的宗教    （一）喇嘛教与萨满教及其他    （二）喇嘛教的历史    （三）喇嘛教的教派及其内容    （
四）活佛与寺庙    （五）喇嘛教的现状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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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锡林郭勒行纪调查队员（执笔者）：江上波夫横尾安夫松泽勋竹内几之助一 发端19世纪，各
国学者拉开了对东亚最广阔的大陆，历史上最强大的游牧民族的栖息地——蒙古高原的学术探察。其
中俄国的亚肯夫、霍塔宁、布尔基瓦尔斯基、霍茨德涅夫，美国的潘海利作为探险的先驱者，对蒙古
的自然、人种、文物、历史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1889年俄国的亚德林采夫在外蒙古的
鄂尔浑河畔发现了突厥毗伽可汗及其弟阙特勤的碑文（因其为唐玄宗时期建立的，所以以突厥文、汉
文合璧的方式，记述他们的功绩），开辟了探察蒙古高原古代文化的新纪元。随即，俄国科学学士院
派遣拉德洛夫、库列门茨及碑文的发现者亚德林采夫等又对鄂尔浑、色楞格两河流域及阿尔泰地区进
行了探察。同时芬兰考古学会派遣海格尔等，同样对鄂尔浑的碑文及其他历史遗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其研究结果已不局限于对突厥碑文的解读，也对鄂尔浑河畔的回纥都城遗址喀喇·巴尔噶森和元朝
和林遗址额尔德尼·措的废墟状况及这一地区遗留下的其他石刻类遗迹进行了发掘、探讨，一时间，
全世界东洋学者的视线都集中到了蒙古高原。此后，在1906年－1909年，芬兰考古学会再次派遣古拉
奈、曼乃尔哈依姆等，主要对蒙古高原西北部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乌梁海等地区进行了学术探险
，他们在这些地区发现了大量古墓群、石人像、崖画、城市遗址等，为研究蒙古地区的古代文化提供
了新资料。另外，1908年俄国地理学会派遣卡兹洛夫等对蒙占地区进行第二次探险，在途中的鄂齐格
尔河下游发现了被埋入沙漠已久的西夏旧都，即传说的喀喇城遗址，发掘出了许多佛画、佛像、古文
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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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蒙古高原行纪》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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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的印刷质量不太好。
2、2008-130
3、送货较及时
4、日本人观察到的30年代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活跟李娟笔下的哈萨克游牧民大同小异，唯一扎眼的是喇
嘛庙的广泛存在，而他们对大多数喇嘛的印象不佳，觉得跟普通蒙古人的热情豪爽性格迥异。后面江
上的一篇总结很有意思，他认为清政府的盟旗制度和喇嘛教共同削弱了蒙古。另外，那时候的长途旅
行真不容易啊，路况差马车慢汽车爱坏又没地儿修。
5、可以了解我国蒙古地区的历史，不过感觉日本对我国边疆到现在依然很关心，研究颇多啊！
6、朴实的科考笔记
7、日本能写出这样的书很不简单，日本人搞学术很严谨！！！
8、简直就是写日记吗？
9、从作者的记述中，了解了很多当时的地理、风土人情信息
10、很高兴。终于买到这本书。
11、研究蒙古族民俗文化之必备
12、寒假阅毕。对日本满蒙藏学兴起的背景好感兴趣啊啊啊～
13、没来得及细读，感觉还不错。这套丛书整体质量可以，但还是有点贵。
14、外国人眼中，那个时代下的内蒙，值得一读。
15、一本买了好几年的书。
16、误打误撞买的书，拿到手后却饶有兴趣的看了！不去评价当时社会的政治和战争，但从作者对蒙
古民情、自然、地质等的描述明显感觉到当时中国偏僻区的社会还是落后，特别像基本的医疗卫生方
面。反过来看日本，国度虽小，从作者一行几人就明显觉出他们在基础自然科学方面像医学、机械电
子、地质、甚至考古都远远超出当时的中国！其实自己内心很希望像这样的社会记实的书如果当时会
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写的该多好！
17、很好，谢谢 速度很快。满意不好意思，评论晚了
18、厉害的日本人，佩服他们的仔细，认证，刻苦
19、不用说，这类考察自然是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倾向的。从书中所记载的对于蒙古民族的友好，以及
对于汉族的一些鄙视性语言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当然，“脱亚入欧”的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这里，自
然就是所谓的大和民族的“自我无上荣耀”的民族沙文主义在作祟。我们可以用一句中国古话来谈谈
对于日本小民族的认识：子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没有什么好痛恨的。仅仅是30几年的猖狂，换来
的是到现在为止60多年的屈辱和整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以及民族自豪感的大面积丧失。孰轻孰重？我们
的这两个近邻小兄弟，现在同样是这样的结果，到底是该高兴呢，还是该悲哀？我想，可能真正高兴
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共同大爷：米国人。
20、第三章甚好
21、快递比较快。不错的。。
22、若干日本人，于20世纪30年代，在内蒙的探险调查日记（都从张家口出发）。翻译很好。
23、佩服日本人对于中国的不懈考察与研究~
24、读完该书，可以感到日本的学术精神值得我们尊敬！！！
25、很好的一本书，研究之余的阅读，对研究工作有帮助，对业余爱好者也很有益！
26、抗战期间张家口一带的考察日记，平和详实，非常好读。读到了很多早已消失的湖，蒙古高原曾
经有很多湖。
27、为未来的远游做准备。
28、几十年前的评论
29、这本书总的来说不错，是三几年日本的调查记录，有许多经济、社会方面的东西，里头涉及考古
方面的，可惜我不是很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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