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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更新 

● 本网站蒙古文版本3月30日正

式开通了！  

● 蒙古流行音乐2008合集  

● 2008年蒙语春节晚会《美丽

家园》精彩花絮  

● 五彩传说(五彩呼伦贝尔合唱

团)  

● 电台《文艺在线》节目开通

了  

● 国际蒙古族长调民歌大赛专

题  

● 杭盖一支投身蒙古音乐的乐

队  

● 演员巴音的个人网站开通

了！  

● 斯琴巴图经典书法作品  

“首届中国草原文化研究高层论坛”综述 

<< 返回目录

2007-7-30

     (2006) 7月17日至20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召开了由光明日报和内蒙

古党委宣传部主办、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承办的“首届中国草原文化研究高层论

坛”。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内蒙古社科院

等部门的上百名专家学者，对草原文化、以及有关草原文化研究等六个方面的

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与深入探讨。 

  一、草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对这一问题，专家一致认为，草原文化研究是中华文化形态研究的一

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草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理论意

义。第一，中华文化伴随着中国各民族分进、融合、共荣的过程形成和发展，

深化草原文化研究，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有利于弘扬爱国主义和

     

返回首页 | 民俗 | 语言 | 宗教 | 文学 | 历史 | 地理 | 环保 | 那达慕 | 医学 | 图片 | 人物 | 蒙古国专题 | 成吉思汗 | 教育 | 旅
游 | 蒙古学 | 专题 | 
返回首页 | 音乐 | 美术 | 电影 | 舞蹈 | 小品 | MTV | 动漫 |晚会 | 
返回首页 | 博客 | 论坛 | 爱心 | 相册 | 视频 | 德都蒙古族 | 女性 | 博文 | 咨询 | 
返回首页 | 草原之旅 

首 页
 

艺术专栏
 

专题互动
 

参考索引
 



民族精神，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中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第二，研究草原文化

对于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建构强势的中华文明，对于回应全球化的

挑战，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草原文化，对于我们增

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四，深入进行草原文化研究，认真总结民族文

化产生、发展、繁荣的经验和规律，必将对我们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

作具有重大意义。 

  二、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动力源

泉 

  在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上专家们达成共识，认为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

文化，从根本上肯定了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一，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

中华文化大致上由三大地域文化组成，即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和草原

地区文化。从文化类型上讲，中华文化由三大类型文化组成，即北部的游牧文

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南部的游耕文化。从草原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

看，它几乎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重要发展阶段。 

  也有专家认为，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都属于农耕经济类型所产生的文

化型态，均属农耕文化。因此，中华文化的基本组成应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

两大类型。这种观点愈加凸现了草原文化的特质和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与作

用。 

  第二，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三大主源之一。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已有

的研究正在表明，在草原文化发祥地的我国北方，不但分布有丰富的早期人类

活动的印迹，如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等，而且拥有很多可

以认证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遗存，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

从而被誉为“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草原文化

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三大主源之一。 

  第三，草原文化是推动中华文明进步的动力。专家们用不可辩驳的史

事，证明了草原文化在推进中华文明的步伐中，曾产生过两大影响。一是草原

文化在历史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北方草原民族的积极活动，

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推动了国家的统一和不断发展壮大。二是

草原文化主导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从秦朝统一到1840年的2000余年

间，草原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割据王朝和统一王朝有20余个，统一时间累计

1000余年。这些王朝的建立与统治，对古代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 

  第四，草原文化不仅为中原文化反复注入过新的活力，极大地丰富了

中华文化的内涵，而且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发展做出过独特的贡

献。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连接中原地区与中亚地区和地中海地区的“草原之

路”，更是远远早于沙漠“丝绸之路”和海上“瓷器之路”  

  三、草原文化是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特色鲜明的复合型文化 

  在对草原文化的价值和草原文化研究的意义作了深入探讨后，专家们

又把目光投向了草原文化本身。 

  他们一致认为，草原文化是一种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特色鲜明的复



合型文化。从精神层面上看，草原民族具有一种与生俱有的天人合一、崇尚自

然的宇宙观；具有与大自然谦和相处、永被恩泽的自然观；具有欲取先予、永

续利用的生态观和描摹自然、歌颂自然的文化观。从自然层面上看，其生物的

多样性、生态景观的丰富性就一个地区而言在国内也是少见的。从历史层面上

看，这里是人类先祖的栖息地，历史上的许多北方民族的发祥地；汉民族与这

些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地、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各种文化在传承、变革、相

互影响中逐步发展成为以游牧文明为主要特质的复合型文化——草原文化是地

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又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草原文

化还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统一。

    四、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专家指出，研究草原文化就是要挖掘出草原文化的精神，寻找草原人

的主体意识，它是支持草原文化保持自身特色延续不辍、支持草原民族生生不

息的强大精神力量。 

  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专家们主要概括为三点。一是崇尚自然。草

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迄今为止惟一以不

破坏生态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做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

成为草原民族最宝贵的文化结晶。二是践行自由。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游

牧民族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自由”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

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

方面。三是英雄崇拜。作为草原文化集大成者的蒙古族是拥有英雄史诗最多的

民族之一，崇尚英雄已成为蒙古族的传统。 

  同时，专家们还认为，草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还进一步形成了与时

俱进的文化精神、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生机勃勃的文化生命力、兼容并蓄的

文化主张、和谐统一的文化生态观、以自然为本和人文精神为主的文化哲学等

诸多内容及其特征。 

  五、草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基本精神凸现其深厚的现代文明意义  

   

  专家认为，草原文化不仅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曾产生过巨大影响，更重要

的是，在弘扬中华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依然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现代文明意义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草原文化是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集中体现了北方游牧民

族性格和气质的草原文化，是现代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凝聚北方游牧民

族智慧的草原文化，为现代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来源。 

  第二，草原文化是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文化与经济

相互交融，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的时代，草原文化在我国

物质文明建设领域的作用也越来越凸现出来，为地区经济和我国民族经济的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第三，草原文化是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形式。在我国民族地区和广大

少数民族之中普遍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借助民族的形式，使我国现代文明建设

既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具有民族形式的多样化。我们有理由认为，草原文

化必将以其独特的风格，为我国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一种重要形式。 

  专家在充分肯定了对草原文化研究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也指



出了现存的问题，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五点要求与希望。 

  1.草原文化研究指导思想，应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方

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2.草原文化研究目标，应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

化为根本目标，继承优良传统、汲取思想睿智、弘扬民族精神、激发爱国主

义、净化社会风气、升华道德情操、维护团结统一、增强综合国力。 

  3.草原文化研究理念，应站在新的立场上来解读草原的历史。这个立

场就是草原文化自己的立场，它具有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这种理念一定会推动

研究方法的变化，从而拓开新的民族史视野。 

  4.草原文化在研究方法上，应进一步扩大研究队伍，加强各学科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各文化体系研究学者之间的沟通、讨论。挖掘史料，拓展

空间，充实力量，开阔视野，以作大研究工程。 

  5.草原文化研究应坚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全面、系统、深入、科

学地进行草原文化研究。  

论坛认为，如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对草原文化的研究也必然是一个不断拓

展、不断深化、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草原文化，对

丰富中华文明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推动各民族团结进步，维

护祖国统一，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次高层论坛的召开，在中

华文化研究史上必将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光林、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连辑出席了论

坛并作了讲话，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中宣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

任张国祚、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何东平等也出席了论坛并参加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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