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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5日，蒙古国总

统巴特图勒嘎参加“长生天的文

字”2019年度回鹘蒙古文（俗称老

蒙文）书法大赛颁奖仪式。他在致

辞中强调，依据蒙古国《语言法》

规定，自2025年起，蒙古国将并行

使用古老的回鹘蒙古文与目前通用

的西里尔蒙古文。

把恢复使用回鹘蒙古文写入法

律条文，并明确实现这一目标的时

间节点，是否意味着蒙古国要以回

鹘蒙古文取代西里尔蒙古文？蒙古

国推行回鹘蒙古文，有何政治和文

化的考量？

现代化的两条道路

蒙古文字是他源文字，历史上

经历了多次文字更迭。回鹘蒙古文

是蒙古民族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

但却不是20世纪40年代蒙古国改用

西里尔字母之前惟一使用的文字。

在历史上，蒙古民族使用过回鹘蒙

古文、八思巴文方体字、索云布

文、阿里嘎里文、托忒文、瓦金德

拉文，以及目前蒙古国使用的西里

尔蒙古文、拉丁蒙古文等。

蒙古国创制西里尔蒙古文、拉

丁蒙古文，以及如今提倡恢复回鹘

蒙古文，都与特定时期社会环境和

政治取向密切相关。在蒙古国政治

精英眼中，西里尔蒙古文代表着斯

拉夫文明，拉丁蒙古文代表着欧美文

明，回鹘蒙古文象征着蒙古国自身文

化的传承。某一种文字的取舍，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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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提倡恢复回鹘蒙古文的意味

大化后，苏联各少数民族放弃已使

用的拉丁字母，转用西里尔字母。

从时间上来看，蒙古国文字

拉丁化和西里尔化均晚于苏联各少

数民族。1930年11月蒙古国政府

决定制定拉丁蒙古文方案，30年代

中后期开始逐步培训拉丁蒙古文师

资、尝试在出版物中使用拉丁文蒙

古文，但十余年间始终没有正式出

台相关决议。这是因为蒙古人民革

命党内部在以拉丁文取代回鹘蒙古

文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以总理阿

穆尔为首的反对派与以乔巴山为首

的改革派之间斗争异常激烈。直至

1939年8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以日

本特务罪名逮捕阿穆尔、1941年苏

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其定罪后，

才为蒙古国文字改革清除了道路。

1941年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

局和部长会议联席会议颁布了使用

拉丁蒙古文的决议。然而受苏联文

字改革政策变化的影响，在宣布实

施拉丁文暂行方案不足一个月后，

仅是现代与传统之间的选择，更是

这一时期内政外交的晴雨表。

在1930〜1941年间蒙古国出版

的书籍中，有回鹘蒙古文、拉丁蒙

古文、西里尔蒙古文并存的现象。

这是因为该国在1946年正式使用西

里尔蒙古文之前曾推行过拉丁蒙古

文。按照2017年发布的《蒙古国语

言文字政策》的观点，无论当时创

制拉丁蒙古文还是创制西里尔蒙古

文，都与苏联当局推行的文化侵略

政策有着密切关联。客观地说，苏

联在其国内制定和推行的少数民族

新文字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蒙

古国的文字改革。

十月革命前后，针对沙皇政

府在俄国强制推行的俄语教育，列

宁提出“各族语言一律平等”的主

张。1922年阿塞拜疆率先对复杂

难学的阿拉伯文字进行了拉丁化改

革，被列宁赞誉为“东方的伟大革

命”，开启了苏联各少数民族文字

的拉丁化进程。1936年肃反运动扩

蒙古国国家通讯社网站

报道巴特图勒嘎总统参

加2019年度回鹘蒙古文

书法大赛颁奖仪式。



67

WORLD AFFAIRS
2020.02

1941年3月25日，蒙古国党中央和

部长会议联席会议又出台了新的文

字决议，称拉丁蒙古文在标音蒙古

语方面存在技术缺陷，为巩固蒙苏

兄弟友谊、掌握苏联人民丰富的文

化，决定以西里尔字母为基础创制

新文字。随后蒙古国采用了专家创

制的西里尔蒙古文方案，并于1946

年1月1日正式使用。

西里尔蒙古文的创制和使用，

给蒙古国社会各个领域带来深刻而

久远的影响。西里尔文字改革加速

了苏联对蒙古国社会文化的改造和

思想的渗透，使蒙古国融入斯拉夫

文化圈，从语言文化方面割裂了蒙

古国与东方各国之间的联系，达到

了“去东方化”的目的。但它也使

蒙古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国民识字率

最高的国家之一，由建国之初的不

足1%上升至90%以上。

从去斯拉夫化到独立自主的象征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和蒙

古国的内政均发生重大变化，文字

改革又被提到国家日程上来，蒙古

国面临着四种选择：恢复回鹘蒙古

文、继续使用西里尔蒙古文、西里

尔蒙古文与回鹘蒙古文并行、使用

拉丁蒙古文。近30年过去，把回鹘

蒙古文确定为国家文字的呼声一直

很高，但实际效果难以如愿，至今

蒙古国官方文字仍旧是西里尔蒙古

文。其中原因不乏被政客利用的因

素，党阀纷争也使得语言政策延续

性差，难以有效实施。

这一时期蒙古国恢复回鹘蒙古

文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0〜1995年。

随着苏东剧变，蒙古国进入社会转

型期，西里尔蒙古文被视为蒙古国

斯拉夫化的标志而遭到强烈质疑，

恢复回鹘蒙古文的呼声极为强烈。

1990年蒙古国部长会议作出了《关

于组织全民学习传统文字的活动》

的决议。1991年小呼拉尔（即大呼

拉尔的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决

定从1994年起恢复使用回鹘式蒙

古文。1992年国家大呼拉尔（即议

会）作出了政府部门逐步恢复使用

回鹘蒙古文的决定，但由于资金、

印刷技术、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原

因，该决定未能得到落实。

第二阶段是1995〜2010年。

1995年蒙古国大呼拉尔通过了政

府提交的《蒙古文国家计划I》，

启动恢复回鹘蒙古文，该计划为期

十年，完成情况并不理想。究其原

因，一是西里尔蒙古文已经在民众

中得到广泛使用，二是由于刚刚经

历社会剧变，蒙古国将主要力量放

在恢复和发展经济上，无暇为恢复

回鹘蒙古文的工作投入太多人力财

力。回鹘蒙古文只是被赋予民族文

化上的象征意义，在一些特定用途

上使用，如国玺、议会和政府各部

的公章、牌匾等。2008年3月发布

《蒙古文国家计划II》，内容上与

《计划I》具有较高重合性，但也未

能够贯彻实施。恢复回鹘蒙古文的

进程成为了一场持久战。

第三阶段是2010年至今。2010

年蒙古国颁布《国家安全构想》，

将语言文化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构想

之中，传承蒙古国历史、文化、风

俗的回鹘蒙古文被视作国家安全、

独立、自主的象征，被提升到国家

安全的层面。2015年颁布《语言

法》，以立法形式明确了语言文字

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

拉丁蒙古文：蒙古人的另一匹战马

蒙古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全球

化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拉丁蒙古

文再度登场提供了条件。

上世纪90年代蒙古国进入转型

期后提出构建“第三邻国”的外交

构想。2011年“第三邻国”政策被

写入《蒙古国外交政策构想》。在

建构“第三邻国”的过程中，2003

年蒙古国提出了《拉丁字母国家计

划（2003〜2006）》。尽管该计划

未能得到完全贯彻，但互联网的普

及已经带来民间自发的文字拉丁化

趋势，拉丁蒙古文的使用已经成为

现代蒙古国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因为输入便捷，无

论网络平台还是手机短信，拉丁蒙

古文录入使用比例都大大高于西里

尔蒙古文。在经历了八九十年的轮

回之后，蒙古国再度出现西里尔蒙

古文、拉丁蒙古文、回鹘蒙古文并

行的局面。

蒙古国著名诗人苏伦扎布在北

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如同蒙古人

骑马远征，从不会只备一匹马，承

担着不同作用和使命的三种文字并

行将还持续。回鹘蒙古文将继续被

作为国家的象征加以推广，但回鹘

蒙古文和拉丁化文都无法替代西里

尔蒙古文的通用文字地位，三种文

字并行的局面在一定时期内还将长

期存在。

（作者王浩为北京大学蒙古国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郭艺华任职

于中国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