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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前言 
 
 筆者自大學時期開始學習蒙文以來，對蒙古歷史文化一直有著濃厚興趣。在

過去十餘年期間，蒙古民族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是筆者探索的重點之一，所寫蒙古

相關學術論文多與此相關，而本計畫如同之前的國科會計畫一般，也是筆者對於

蒙古民族主義研究的一部分。 

十三世紀的蒙古各部在成吉思汗領導下獲得統一，成為蒙古帝國的成員，也

初次有了蒙古民族的認同意識。然而，元朝滅亡後，大漠南北再度分裂，其他汗

國亦各自發展，連名義上的一統也煙消雲散，不留痕跡。四、五百年後，蒙古再

度統一，但卻是統一在外族滿人的統治下，成為大清帝國的成員。中華民國延續

清朝疆域，認為內外蒙古仍為自身領土，惟限於時勢人力，內外蒙古在二十世紀

竟分屬兩國，外蒙獨立建國，而內蒙成為中國名義上不可分割的一部分。 

雖成一族兩國，但對蒙古民族的共同認同並未消失，依舊將邊界外的蒙古人

視為本族同胞，這從外蒙自 1990 年開始民主改革後對中國大陸的漢人仍多抱持

負面看法，但對亦屬中國公民的內蒙人士卻熱情接待可以看出。儘管內外蒙人均

保有蒙古民族認同，但認同的基礎與表現卻不盡相同，成吉思汗與橫跨歐亞的蒙

古帝國是雙方共同的驕傲，但外蒙經由獨立建國的奮鬥強化了民族國家的認同，

而內蒙則在官定少數民族的境遇下成為更加具體的蒙古族。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比

較內外蒙古在二十世紀民族認同基礎與表現上的異同，進而對跨境民族的民族認

同提出理論上的建議。 

 
 
研究目的 
 

跨境民族是近代國家形成後產生的有趣現象，人為國界將原屬同一民族的人

群劃分為不同國家的國民。除了蒙古人分別居住在中、俄、蒙等國外，庫德人分

屬土耳其、伊朗、伊拉克等國，泰米爾人分屬印度與斯里蘭卡，巴斯克人分屬西

班牙與法國，而吉普賽人更散居歐美各國。筆者教授的民族問題相關課程中，跨

境民族是相當重要的研究對象。 

這類跨境民族之間隨著所屬國家不同而面臨不同待遇，其地主國間常有既聯

合又鬥爭的複雜關係，爭取自治或獨立所帶來的骨牌效應更是各地主國嚴陣以待

的課題。分屬不同國家後所帶來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的變遷對這些跨境民

族成員的物質與精神生活影響重大，他們的民族認同也因此有所變化。並非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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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民族認同消失不見，而是深淺各有不同，認同的基礎與表現也有了改變。

因此，跨境民族的民族認同成為值得研究的課題。 
蒙古人獨特的是，上述其他各族均為其地主國中的少數民族，而部分蒙古人

雖仍分別為中俄兩國國民，但外蒙的喀爾喀蒙古人卻在二十世紀初建立了自己的

國家，並且為維護其主權獨立而長期掙扎奮鬥，終在二十世紀最後十年獲得更為

具體可靠的成果。因此，這個個案乃是獨立國家中的主體民族與地主國家中的少

數民族兩種不同地位對民族認同所造成影響的比較。此外，中俄兩國近代歷史及

國族打造的經驗對境內蒙古人的民族認同也有不可忽視的影響。中國方面，從驅

逐韃虜、五族共和到多元一體制度下的官訂少數民族，不同說法造成境內蒙古人

不同的心理狀態及物質條件。俄國方面，境內的蒙古人身為多民族國家中的少數

民族，有了以自己民族為名的自治共和國（蘇聯解體後升為共和國），卻也曾面

臨國家企圖將其改造成布里雅特人或卡爾梅克人、將其與蒙古人區分的待遇。 
受限於時間、資料及田野條件，筆者計畫先從內外蒙古的比較入手，之後再

加入布里雅特及卡爾梅克的蒙古人，進行更全面性的比較研究。透過本計畫，有

助於我們對二十世紀蒙古人在民族認同上的強化與基礎的改變、內外蒙人民族認

同上的異同及其意義有進一步的理解，若將蒙古與其他跨境民族的情況加以比

較，更可獲得進一步的啟發，在蒙古研究及族群研究上均可有所貢獻。 
 

 

文獻探討 

 

 研究蒙古歷史的著作很多，研究蒙古近代史的著作也不少，而後者與蒙古民

族主義有所關聯，因而多少也會涉及蒙古民族認同的課題，但將蒙古民族認同作

為研究主題的著作卻幾乎沒有，更別提將內外蒙的認同基礎及表現之異同加以比

較了。因此，在文獻探討方面，無法討論直接與本計畫主題相關的著作，只能從

間接相關的資料討論起。 

 成吉思汗是內外蒙古共同的祖先與民族英雄，對他的研究很多，本計畫主要

參考幾本學術水準較高的成吉思汗傳記，如小林高四郎、格魯塞（René 
Grousset）、Paul Ratchnevsky 等人著作。在外蒙近代史方面，外蒙 1911、1921 以

及 1990 年代的獨立運動與民主化相關的檔案資料與論著可以看出蒙古民族主義

及其民族認同的基礎，對成吉思汗看法的轉變以及二十世紀初、二十世紀末的泛

蒙古運動及思想也是重要的考察點。在內蒙方面，中共民族識別的討論與工作、

內蒙古自治區的設立及其為政治需要而調整的區域範圍、內人黨事件中對內外蒙

聯繫的討論與批判、中俄共交惡過程中有關外蒙看法的資料、內蒙民族主義者反

抗漢人殖民、甚或主張南北蒙統一的思想與活動等等，均可間接看出其民族認同

的基礎。除了專著與論文外，一手資料（如活動宣傳等）的細部分析以及訪談與

問卷調查則可以提供更直接的主觀認同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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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分析、田野訪談與問卷調查配合進行。研究初期除研讀既

有歷史、社會、民族相關著作及材料外，繼續蒐集整理相關資料，從田野調查與

訪談中補充所需材料，撰寫心得筆記，與相關學者討論，並在外蒙發放問卷、蒐

集認同相關資料。研究分析之後，進行論文撰寫，在學術會議上發表討論，最後

投稿學術期刊。在進度方面，蒐集、研讀、訪談與問卷調查可以同步進行，撰寫

則在稍後進行。 
筆者利用暑假進行田野調查，前往內外蒙等地蒐集資料、購買新書，進行問

卷及深度訪談，還利用機會與相關學者當面討論，對撰寫論文大有助益。 
 

 
結果與討論 
 

在本計畫執行期間，筆者除了閱讀整理相關資料外，原計畫利用寒假前往內

外蒙進行田野，但因故無法如期前往，只得向國可會申請延長計畫執行期限，利

用暑假進行。九十五年八月前往內外蒙與當地重要相關學者進行深度訪談，訪談

的學者總計十五人左右，每人訪談時間在二至三小時之間，訪談內容均有書面紀

錄，收穫很大。外蒙學者對認同之主題可以公開談論，而內蒙的學者願意私下討

論，但卻不願身分被公開，因為這畢竟在大陸仍是相當敏感的話題。此外，本人

並請外蒙朋友在當地幾個大城（包括烏蘭巴托、科布多、達爾汗等）進行問卷調

查，共發放兩百份問卷，全數收回。問卷初步整理後，得到許多有趣的結果，部

分印證了筆者原先的假定，也有部份是筆者原先未想到的。舉例說明，外蒙西部

科布多地區的認同基礎就和烏蘭巴托有稍許差異。受限於當地情況，筆者並未在

內蒙發放問卷，僅透過訪談學者問得原問卷中的問題答案。筆者正在整理此部分

資料，相信完成後會有更多有意義的結論出現。 

筆者此次在外蒙的田野訪談，除了烏蘭巴托外，也到了科布多與巴顏烏勒茲

兩省，除了參觀科布多老城、科布多大學和兩地博物館、購買書籍以及透過當地

朋友發放問卷外，也有機會和當地人談話。筆者將本研究計畫中的一些看法與他

們討論，對一些事情有了進一步的認識，例如巴顏烏勒茲之哈薩克人對蒙古人的

看法以及與哈薩克斯坦的關係等等；他們對蒙古的認同當然與蒙古人有所不同。 

 赴內外蒙期間也花費四萬餘元購買了很多近年出版的歷史相關專書，只是本

計畫經費中並未包括購書花費，因此只能自費為之。前年去烏蘭巴托時發現的新

式書店仍在經營，且業務蒸蒸日上。在內蒙呼和浩特購書主要仍在文化廣場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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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三家蒙古書店，還有一些內蒙學者推薦購買及贈送的一些書籍。 

 本計劃除了整理蒐集的訪談與問卷資料、分析外蒙民族認同的基礎之外，對

外蒙不同地區、不同年齡、甚或不同性別的受訪者可以進行更細部的分析，這是

在計畫執行前未曾想過的，也是此次田野調查的收穫之ㄧ。在內蒙的民族認同方

面，從內人黨事件去觀察也是執行計畫前不曾想到的。其他資料的閱讀與分析對

筆者原先考慮的幾個面向倒是可以得到印證，例如內蒙人提到自己的民族身分時

不用「蒙古人」，而常用「蒙古族」或「蒙族」，可看出大陸官方進行民族識別的

重要影響。而儘管看法有正面、有負面，內蒙古自治區的存在對內蒙人在認同方

面也意義重大，蒙古人在名為內蒙古自治區的區域中卻是少數民族，對許多內蒙

民族主義者來說是無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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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計畫畫成成果果自自評評 

  
 此一研究計畫可謂成功。深入訪談了十餘位內外蒙學者，整理了訪談資料，

自費購買了許多相關專書、蒐集了部份學術論文及報紙文章、閱讀整理了部分資

料，並且已就研究主題開始撰寫論文。此次田野調查包括外蒙西部，有機會與當

地人接觸、討論，對擴大研究的事也很有幫助。 

至於在研究助理的訓練上，與預計成果相符。兩位助理透過此工作的訓練，

除了進一步了解蒙古近代史及現況外，也進一步接觸中蒙文資料。而研究助理的

工讀費對其專心撰寫論文以及協助本研究計畫的進行有極為正面的助益，去年六

月研究助理之ㄧ已經順利獲得碩士學位。而另一位蒙古籍的助理對本計劃興趣盎

然，對問卷出來的資料也覺得很有意義，該助理仍在台大碩士班就讀，修課完畢，

目前也在撰寫與外蒙公投有關的論文。透過此計劃的訓練，兩位助理的確在學術

研究上有所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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