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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语研究渐趋深入 复合型人才稀缺 
 

全国仅二十人左右“精通”满语 
 

本报记者  曾江  
 

  满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文化载体——满语一直受

到中外学术界关注。 
  近日，记者从有关学术机构了解到，近年来我国满文文献整理和满语研究取得不少新的进展。

满文文献数量庞大，在诸多学术领域都有重要价值，为学界公认。但满语得到的重视仍显不够，

尤其是具备学术研究能力的满文人才培养亟待加强。 
  满文文献整理取得新进展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留下浩如烟海的满文档案史料。位于故宫西华门内的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是馆藏满文档案数量最多的机构，有馆藏明清档案 1000 余万件，绝大多数为清
朝档案，根据此前的统计，其中满文档案有 200余万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处处长吴元丰告诉记者，由于满文档案数量巨大，且难以动员社会

力量参与整理，工作任务极其繁重。现在满文处的主要精力是根据档案馆 2011—2015 年的五年
规划，完成满文档案的整理和重要满文档案的数字化，计划完成 70 万—75 万件文档整理，并将
其中部分重要文档加以数字化。同时，在馆内其他部门也新发现了大量满文档案。据估计，全馆

馆藏满文文献有可能达到 300万件。 
  据吴元丰介绍，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

目提要”项目已进行多年，其中由他承担北京地区满文文献部分。此前《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

已经出版，《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提要》也将于近年出版。其间，他还对北京地区满文拓片进

行了调研，《北京地区满文拓片总目》及“提要”也可能将在明年出版。 
  国家图书馆馆藏满文文献以书籍为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张木森告诉记者，经过

多年的整理编目，“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目录”计划将在一两年内正式出版。除北京以外，国

内东北三省、新疆、内蒙古、西藏和台湾等地，国外俄、日、德、英、美、法等国，存有一定数

量的满文文献，且各有特色，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整理。 
  满语、满文文献研究走向综合 
  我国专门从事满语、满文文献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全国仅有四五十人，称得上“精通”的学

者恐怕只有二十人左右。黑龙江大学满语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

南开大学等研究机构各成体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新近还成立了满文文献研究中心，这些

研究机构结合各自研究特点，在根据不同的研究背景如清史、满学、满—通古斯语族研究建立起

的学术框架下，对满语及其相关领域展开更为综合深入的专业研究。 
  6月 22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古籍研究所举办了“满语文、满文文献研究现
状及发展趋势”学术讨论会，该所副研究员高娃向记者介绍说，这属于“中央民族大学 111引智
创新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信息结构”系列学术活动的组成部分  学者们围绕满文档案影印
出版、满文濒危的原因和保护措施、满文文献的重要性等进行了交流讨论，认为满文研究应展开

更为深入的思考，要把一些关键问题研究透。 
  黑龙江大学满语研究所是全国专门研究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的中心机构，该所编辑出版的

《满语研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专门研究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的学术期刊。黑龙江大学满语研

究所所长赵阿平告诉记者，将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综合研究，具有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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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性和交叉性，拓展了研究路径。在此基础上，研究所拓展了满—通古斯学研究的新路，主要运

用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论方法，对满—通古斯诸族语言、历史、文化、社会、经济

等进行系统深入的综合研究，并对满—通古斯诸族与相关民族关系进行了梳理。  
  作为重要的清史研究学术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今年 5月中旬正式成立满文文献
研究中心。据介绍，满文文献研究中心的成立经过清史研究所酝酿多年，是清史研究的内在要求，

在充分考虑当今国际清史学界的研究背景后，清史研究所将把满文文献研究中心打造成集满文文

献收藏、满文教学、科研运用为一体的特色学术机构。 
  复合型满语人才稀缺 
  据记者了解，满文文献整理单位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语研究和人才培养单位如黑龙江

大学满语研究所，都有以若干学者为核心的学术团队，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但是从全国

范围来看，与数量巨大的满文文献相比，满语学术人才极为缺乏，这与学界对满语人才的要求也

有一定关系，无论是满文文献整理，还是满语研究，都需要受过多方面学术训练的复合型人才。 
  吴元丰说，目前国内满文文献整理保护人才非常稀缺，这个工作对人才的要求是综合性的，

不能光懂满语，还需要懂汉语、文献学、清代典章制度等多方面的知识。没有一定的学术功底，

在整理满文文献时也难以判定其价值。“从毕业进入单位到能够独立承担一般的工作需要 5 年，
到真正能够比较熟练地完成工作需要 10年，其中还有不适应满文文献整理工作而被淘汰的。” 
  赵阿平告诉记者，黑龙江大学满语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满语)学科是黑龙江省重点
学科，该所在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的完整培养体系，为系统培养满族语言文化

研究高层后备人才建立了教学基地。2001—2012 年共培养博士生、硕士生 50 多名，本科生 200
多名，在各层次的教学中都很强调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老一辈满语研究者、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满学研究中心主任关嘉禄已经 69
岁了，退休后一方面从事满语普及工作，另一方面继续从事学术研究，重点培养接班人。在他看

来，全国“精通”满语的只有二十人左右。所谓“精通”，指能够熟练阅读满文文献并据此进行

学术研究，从事满语相关的学术研究光懂满语不行，还要懂清史、语言学、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

等，必须是复合型人才，而且需要耐得住寂寞，摒弃浮躁。关嘉禄希望通过本报呼吁，满文学术

人才的现状“不容乐观”，有关部门应加大满语专业学术人才的培养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