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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活在新疆的蒙古族，主要是18世纪70年代自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的土尔扈特人后裔。
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部分被称为“漂落异域的民族”的神奇历史和独特现状，日益为人们所关注。
本书作者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著名学者，曾数十次到新疆实地考察土尔扈特人生活过的地方，并组织
和参加了1982年6月至7月对新疆地区蒙古族的综合考察活动，采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即是以此次考察为主线写成的考察实录，反映了土尔扈特人可歌可泣的历史。
其中既有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又有五彩斑斓的风土民情。
通俗易懂的文字，个性化的情感经历，使本书具有了鲜明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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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大正，1938年9月生于上海。
1960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1963年7月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
1964年6月任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1977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任
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1987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任副主任(1987一1994)、主任(1994—2001)。
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文化信息研究中
心主任，还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等。
长期致力于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和唐代、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
当前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边疆政策、中国边疆研究史、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以及中国边疆学理论框
架的构筑。
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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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一个梦的开始二、奔向巴音布鲁克  车过达坂城  旅者畏途——干沟  和硕、和硕  札萨克印解谜  博
斯腾湖呵，看不到边  绿丛中神秘之地——马兰  初访库尔勒  巴力吉提家夜聚  重访库尔勒，变了三、
天鹅的故乡  和静的土尔扈特千府  英雄渥巴锡  稀世文献重现世  深山古刹——巴仑台黄庙  满汗王夏宫
忆故人  草原之夜  谜的天鹅湖  在巩乃斯意外的收获  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笔下的土尔扈特人（上）四、
万里东归的启示  难忘的历史场景  剪不断的思乡情结  对土尔扈特人的关注  东归的历史启示五、呵，
伊犁  通向天边的绿带   挂在国门的美玉——伊宁  金顶寺今何在  惠远城与伊犁将军府  霍尔果斯见闻  
皈依真主的蒙古汗王六、国境线上访古碑  昭苏喇嘛庙今昔  “祭地书”在诉说  昭苏夜谈  格登古碑  喀
什河畔  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笔下的土尔扈特人（下）  咱雅班第达传记追踪七、青色草原博尔塔拉  果子
沟景色  环行赛里木湖  草原新城博乐的昨与今  僧格老人一席谈  屯垦戍边话察哈尔蒙古  忆我的老友那
克  美丽的温泉，我的家  初见草原石人  阿拉山口巨变八、乌苏寻古  东路土尔扈特蒙古游牧地  寻访帕
勒塔  一个值得研究者关注的历史人物九、寻访准噶尔古遗址  策伯克多尔济业绩  古遗址之谜十、探察
的路，还在走  到斯德哥尔摩和乌布萨拉寻觅  巴尔喀什湖啊，巴尔喀什湖  在蒙古国感受噶尔丹的影响
 我到了神秘、荒莽的额济纳  艺术的探索，历史的真实  未圆的梦跋一跋二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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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82年6月16日上午，达尔曼同志主持召开了由县档案馆、县文化馆以及县委宣传部、统战部领
导参加的座谈会。
和硕县对这次座谈会十分重视，在会上向我们展示了几件珍贵文物。
一件是高约八十公分的镏金铜佛，是一尊藏传佛教密宗特有的欢喜佛，雕工精致，保存完好。
当人们将佛像捧在手中赞叹不绝时，我已为另两件文物所吸引，在昨晚心愿将要成真的激动中，我不
禁脱口呼道：快看这两颗方印！
两颗印皆为银质、正方形，边宽10.6厘米，厚3.1厘米，印背有小型虎钮，钮高6.5厘米。
印文系满文和蒙文合璧，边缘镶有满文和汉文合璧，汉文为“乾隆肆拾年玖月口日”“礼部造”“乾
字伍佰肆拾五号”字样；另一颗印文亦系满文和蒙文合璧，边缘镶有满文和汉文合璧，汉文为“乾隆
肆拾年玖月口日“礼部造”“乾字伍佰拾柒号”字样。
当时尽管满文和蒙文的印文一时不能辨认，但边缘上乾隆四十年九月铸造已明白无误标明这两颗银印
为当时清政府颁发的札萨克印无疑。
返回北京后，我请民族研究所的满族学者汪玉明先生和蒙古族学者道布先生解读印文，编号为545号印
的印文为“巴图色特奇勒图和硕特部盟长之印”，编号为517号的印文为“管理和硕特部中旗札萨克之
印”。
天从人愿，一次难得的发现！
东返之和硕特部“游牧南路土尔扈特部之西”，设巴图色特奇勒图盟，恭格为盟长，置三旗。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恭格、雅兰丕勒、诺诲、巴雅尔拉瑚等统属部众在两百人以上首领，均随渥巴锡
入觐承德，恭格受封为“巴图色特奇勒图和硕特部土谢图贝勒”，统辖巴图色特奇勒图和硕特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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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山问穹庐》：专家深入边陲僻地的实地探察散记，再现土尔扈特蒙古传奇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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