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使命》雙月刊   第八十五期   二零一零年四月

主題文章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首《敕
勒歌》是一首描寫大漠風光的古體詩。大漠是
今日蒙古國的所在地，傳統上我們稱之為外蒙
古，中國大陸阿爾泰山南部的則稱為內蒙古。在
這片土地上曾發生過很多悲壯的戰爭，東漢大將
竇憲把北匈奴驅趕至燕然山──今蒙古境內戈壁
沙漠的杭愛山，勒石記功，歷史上稱為「勒石燕
然」。歷史流轉，大漠英雄成吉思汗西征南討，
建立了橫跨亞、歐兩洲的蒙古帝國，其後人忽必
烈更南下中土，建立了元朝。到二十世紀，1921
年外蒙古脫離中華民國政府而成為蒙古人民共和
國，為共產國家，一直依附蘇聯，並且以西西里
爾語創製了一套新蒙文，也通行俄文。蘇聯解體
後，蒙古也於1991年脫離俄羅斯獨立，1992年改
名為蒙古國。

在地理上，蒙古位於俄羅斯西伯利亞和中國
大陸內蒙古高原之間，是世界第二大的內陸國家
(第一大為哈薩克斯坦)，版圖約等於半個印度，
較美國的阿拉斯加州略小。蒙古的北部為草原與
森林，東部橫亙著三座山脈，南部是大戈壁沙
漠，是一個半沙漠國家。氣候屬典型的大陸高寒
氣候，溫差極大，夏季短而熱，冬季長而寒，為
亞歐大陸「寒潮」發源地之一。

蒙古地廣人稀，人口僅300萬左右，為世界人
口密度最小的國家之一。90%以上為蒙古族，其

中以喀爾喀(Khalka)蒙古人居多，佔80%以上；
此外也有屬突厥語族的哈薩克人、維吾爾人，也
有俄羅斯人、鄂溫克人等，定居當地的華人則約
有3,000，差不多全是漢人。喀爾喀人是當年大
漠英雄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他們保留了詳細的
家譜，以這顯赫的家世為傲。這個群體的人口比
例居全國之首，在政府裡位居要職，一直控制政
權，他們的語言也是官方語言。蒙古的首都為烏
蘭巴托(意思是紅色的英雄，舊稱庫倫)，也是最
大的城市，全國38%的人口居於此。

1 9 9 2 年 ， 蒙 古 制 定 了 民 主 憲 法 ， 實 行 議
會 共 和 制 ，由各地選出議員，組成議會，共有
76名議員，每4年選舉一次。政體上屬多黨制，
目前共有16個註冊政黨，但實際上並未推行民
主。前共產主義政黨蒙古人民革命黨(Mongol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MPRP)及蒙古民主黨
(Democratic Union Coalition, DUC)在政治上的
競爭非常激烈。

因屬半沙漠，耕地不多也不肥沃，經濟以
畜牧業為主，90%的輸出為牲口及動物製品。主
要有羊、牛、馬和駱駝，產品有皮革、靴鞋、馬
具、毛氈、羊毛、乳肉食品等。工業以輕工、食
品、採礦和燃料動力為主。卻因位處內陸，遠離
海岸，道路建設並不完善，出口貿易受到限制。

1921至1990年間，蒙古在蘇聯的蔭庇下，城
市發展趨現代化，但工業基礎薄弱，生產技術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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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鄉村人口仍過遊牧生活。1991年蒙古獨立，
失去了俄羅斯的援助後，經濟嚴重衰退。失業率
高升，許多人徘徊街頭，等待就業。酗酒成為一
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很多人因為失業、失意而酗
酒，醉臥街頭，寒夜倒斃，也有人謂這是他們自
殺的最佳方法，實在令人慨歎！雖自2002年起經
濟持續發展，GDP在2007年增長了9%，但仍有
36%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很多失學的
街童，有不少無家可歸的聚集在引水的渠道下。
而通脹率亦居高不下，平均約35%，甚至有高達
90%。筆者曾於2009年到蒙古探訪，看見城市也
有很多的蒙古包，有些是放在後園用來儲物的，
但不少人因為缺乏金錢來蓋房子，仍長期住在陳
舊的蒙古包裡，自由經濟帶來了貧富懸殊。不少
非政府機構(NGO)因見及此，都進駐了蒙古，筆
者居住的酒店隔壁已有一個機構，在所到的參觀
地點也看見一些機構的車輛。

為了振興經濟，蒙古近年允許外國投資，
勘探並開採各種貴重礦物，周邊的國家如中國、
俄國、南韓、日本等都前來投資。蒙古的80%土
地有礦藏，煤、螢石、鎢、金、鐵、錫等蘊藏量
豐，銅、鉬的存量更居亞洲之首，而森林的覆蓋
率為8.2%。倘若蒙古能夠適當的運用，這些資源
可以促進國家的經濟，改善民生。

目前，蒙古最大的貿易伙伴是中國，產品
約半數出口到中國，而自中國進口的商品也佔全
部進口的三成。雖然如此，蒙古人仍視俄國為最
親近的鄰國，因為數十年間的密切來往，很多人
都懂俄文，蘇俄的文化至今仍影響著民生；加上
新蒙文的使用，今日的外、內蒙古人雖在語言上
能夠溝通，但書寫上卻有了隔閡。有從內蒙古來
懂老蒙文的漢人對筆者說，在這裡無論進修或就
業，都需要重新學習新蒙文，但並不容易。

蒙古傳統有很多節慶，都與宗教信仰有關，
大多集中於夏季，尤其是每年7、8月夏秋之交的
「那達慕大會」最是熱鬧，節期約1至7天。「那
達慕」的意思是「遊戲」、「娛樂」。相傳當年
王昭君出塞時，草原人民就曾以盛大的那達慕大
會來歡迎她。這個節日源於古代的「祭敖包」，
敖包是一種圓形尖頂、方形基座的標誌物，原為

道路邊界的象徵，後來演變為祭祀山神、路神的
場所，並逐漸發展為每年一度的競技活動。成吉
思汗統一蒙古後，每年也於7至8月當草原水草豐
美之時舉行忽里勒台聚會，進行蒙古式摔跤、射
箭或賽馬的競技。在傳統上，王族、顯貴雲集，
如今則被定為國慶的活動，每年7月11-13日在烏
蘭巴托舉行的大會，可說是全國人民歡樂的節
日，而且為推進蒙古的經濟，更被宣傳為一個旅
遊項目。除傳統的項目外，還有武術、馬球、騎
馬射箭、馬背比武、馬競走等，也加上了現代的
田徑、拔河、排球、籃球等體育競賽項目。

宗教上，擺脫共產政權的管制之後，多數的
喀爾喀蒙古人相信的藏傳佛教捲土重來，喇嘛大
增，不少佛教的場所與佛像也已重修，也有滲雜
了相信精靈的薩滿教，而星相、玄術等也盤踞人
心。西方的摩門教、耶和華見證人等異端也乘機
傳入。居於西部的哈薩克人則幾乎全為穆斯林。

基督教方面，一群美國更正宗信徒於1990年
開始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宣講福音，當年的聖誕
節已有200位信徒，基督教會在蒙古各地的增長
相當可觀。在烏蘭巴托的華人，也成立了一個教
會，並設有社區服務。

蒙古人性格豪邁奔放，善騎射，被稱為「馬
背民族」。他們愛馬，視如珍寶，蒙古的國徽上
就畫有一匹駿馬。蒙古人熱情好客，一句蒙古諺
語說；「家裡有客人，才值得高興；柵欄裡栓滿
客人的馬兒，才是主人的榮耀。」也因為有遊牧
民族的氣質，他們會享受當下的環境，對明天不
會有太多的期望，甚至可以說「有酒今朝醉」，
所以他們也不太熱衷追求永恆的生命，影響他們
接受福音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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