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  English  Français  

标题检索 检索

 

新闻摘播       重要言论     重要文章       本网首发      学术动态      社科论坛       报刊文摘     网络文摘      六大建设  

热点解读    政策法规解读    国情调研    反腐倡廉    法治社会    科技动态     读与评     咨询台     网友之声    社科大讲堂  

专家访谈       学部委员     名家风采    学林新秀    学术经典库     专家库    数据库    港澳台    

马克思主义  哲学   文学   历史学  考古学   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政治学   法学    新闻与传播学    教育学     管理学  

社会学   民族学  宗教学  语言学  统计学  艺术学   情报与文献学  军事学   国际问题研究   国外社会科学   综合研究  

当前位置:首页 > 社团学会 > 学会园地 > 学术交流 

返回首页      正文字号：【小】【中】【大】

责任编辑：钟永新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推动鄂尔多斯学研究进入最佳状态

2013-08-23 14:16:00   来源：光明网 2013-08-22 

   

  由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内蒙古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内蒙古东联控股集团共同筹办的 “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

会，将于2013年9月16日在苏泊罕大草原旅游景区召开。北京学、温州学、泉州学、鄂尔多斯学、扬州文化研究会等十几家地方

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为本次研究会提交了三十多篇各具特色、很有见地的论文。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包海山的论文

《超越自我，道法自然——推动鄂尔多斯学研究进入最佳状态》发表在网上后，引起一定的社会关注，中国城市文化网、中国城

市发展网、凤凰网城市频道、民间智库草根网以及光明网社区、环球网论坛、网易论坛等给予刊载，网友们给予评论、推荐、转

载。拟提交本次研讨会。 

  各个地域的地理区位是相对固定的，而在地理区位上的各种事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不仅在内部而且与外界也处于彼此联

系、相互作用的流动状态。人本身作为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主体，不仅可以请进来、走出去，而且使不同地域人们的思想意

识、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各种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也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由此，人们对地域的界限也有了

新的理解和阐释，意识到任何地域都是地球自然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地域文化研究也必然会与此相适应。人本身是自然

界的产物。真正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自然法则。只有遵循不受任何地域局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而不

改，周行而不殆”的客观规律，才能激发学术研究的内在生命活力和持续发展的自然动力，才能推动鄂尔多斯学研究进入最佳状

态。在地方学研究机构中，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第一个提出把自然法则作为核心内容来研究的团队。在本体论层次上，鄂尔多斯

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自然法则；在认识论层次上，鄂尔多斯文化能够把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揭示和反映“在本质上是同一

的”客观规律的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融为一体。 

  这种观点和这方面的研究，是互联网上关注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例如泉州学研究所林少川、万冬青就认为：“将老

子、成吉思汗、马克思这三个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思想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充分体现鄂尔多斯文化的创新魅力。”近年来，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专家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或许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等都不

是鄂尔多斯文化，但是只要我们把他们融为一体，并且在此基础上能够集成创新，那么这一定是最有价值、最具创新魅力的鄂尔

多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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