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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兰委员提出  满文作为文化遗产应该申遗 
 

记者   王慧峰  
 

  本报讯 (记者 王慧峰)“满文在清代作为国书在文牍中与汉文并用，到辛亥革命前一直被
使用。然而，在辛亥革命后 100 年的今天，能够看满文、懂满文的人寥寥无几。”全国政协委员
贾宝兰提出，满文作为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申遗。 
  贾宝兰委员说，满语曾经被定为清朝的国语，满文被奉为国书。清朝政府同外国缔结的条约

及国内颁行的重要文告、文件都有满文文本，满族封疆大吏及朝臣要员向皇帝报告军机大事及官

场民情，为保密起见，多用满文缮折启奏。清代用满文书写了大量公文。特别是清代前期康、雍、

乾三朝形成的满文档案数量甚巨。清朝留下来的大量满文文献是清朝历史的见证，它涉及清朝内

政、外交诸多方面，是一笔极为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整理和翻译清朝留

下来的满文文献，可为清史、满族史的研究提供第一手重要历史资料。 
  “我的母系属于满族，但我的母辈里，没有认识满文的。”贾宝兰委员说，据专家统计，全

国范围内，能够说满语的还有些人，但能够看的很少，能写的就更少。 
  贾宝兰委员指出，在研究清史的人中，能看满文的也是寥若星辰。但相反，在日本、德国、

俄罗斯、意大利、美国等国家都有专门人才从事满学研究，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而相

对来讲，我们的满文专家太少了。因此，满文作为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