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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整体上把握草原文化，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应当说还处在起步阶段。正因为如此
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很多问题，还未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有的甚至还未引起注意。鉴于
况，本文试就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关于草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草原文化的定位，是开展草原文化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只有正确揭示草原文化在中华
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开展草原文化研究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
究，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深化的过程。起初，学术界大多坚持“一元说”，即认为中
源于黄河流域，然后渐次向四周特别是向南北扩散，这就是影响深远的黄河文化说。随着
入，特别是随着大量新的考古发现，人们逐步认识到黄河文化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唯一源头
的中华大地，还有一些地方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由此，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开始兴起并逐步成为学界的共识。在这种多元一体说中，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是最被看重的
头，而其他文化很难与这两大文化相提并论。这就是目前中华文化起源问题研究领域的大致
而今，我们研究草原文化，要提出和确立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除我们已知的黄河文化、
之外，中华文化还有一个重要源头，即草原文化。事实上，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正逐
步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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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如大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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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这些文化遗存，以其丰富的内涵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
方草原也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第一个敏锐捕捉到这一信息并作出系统解读的是著名考
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苏秉琦当时虽然没有使用草原文化这一概念，但他对西辽河流域文化的
同我们今天所指的草原文化是完全一致的。苏秉琦指出，在史前时代，北方地区氏族社会
在当时居于领先地位。距今8000年的赤峰兴隆洼文化，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
5000年的红山文化，则标志着这里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
志，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原始国家；约1000年后，在距今4000年前，我国中原、关中、山东
江南等地区也相继进入古国时代，中华大地出现“满天星斗”式的万国林立局面。苏秉琦
慨地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辽西考古新
现之前，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中华文明史比人家
少了1000年。”（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牛森主编《中国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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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继苏秉琦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还相继确认，孕育“红
的北方地区，还是中华“玉文化”、“龙文化”、“礼仪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仅表现在它
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中华文化大致上是由三大地域文化组成的，即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
和草原地区文化。其中，草原文化区域分布最广，历史上包括整个蒙古高原。从文化类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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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的游牧文化、中部的粟作文化、南部的稻作文化。其中，北部的游牧文化独具特色，也是草原文化
的主导文化。而中、南部的两大类型文化，说到底都是农耕文化。因此，草原文化在中华
中的地位显而易见。如果中华文化之中只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或者只有农耕文化和游耕文化
而没有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那将是很不完整的，也不符合中华文化建构历史。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其历史脉
断，这在各文明古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造就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因为，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就会出现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
况，而只有“一体”没有“多元”，就会缺失生机与活力。辩证法则和历史逻辑就这样统
文化生命机体之中，使之永葆青春和活力。在这“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中，草原文化以游牧民族
特有的豪迈刚健的气质和品格，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增添生机与活力，一次又一次地
的变革与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差不多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明
原农耕文明交互作用、融会贯通、共同进步的历史。对此，草原文化研究学者乌恩曾有一段精彩的
论述。他说：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主导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从秦朝
鸦片战争的2000余年间，中国古代历史的每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都伴随着草原民族的身影
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割据王朝和统一王朝有20余个，统一时间累计逾1000余年（乌云巴图
娃著《蒙古族传统文化》，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草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除上述各点之外，还体现在它对现代文明的建构作用之中
面，它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源，奠定了现代文明厚重的根基；另一方面
为现代文明提供多彩多姿的民族形式，推动现代文明的多样化发展（参见赵芳志主编《草原文化
—游牧民族的广阔舞台》，上海远东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版）。 

 
关于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问题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在草原文化
研究领域短期内很难形成共识的焦点。比如，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态文化，
说草原文化是英雄文化、和谐文化等等；而对其特质的概括，更是多种多样，比如开放性
性、进取性、务实性、征服性、开拓性等等。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提法，都有其各自的道理
是，草原文化作为统一的认知对象，即使再复杂，即使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也
基本的、稳定的、同一的内在属性和特质，目前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在分析归纳的基础上
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这种内涵和特质。  
  笔者认为，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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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
生产方式。以这种生产方式为生计的人们，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
象，以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情崇尚自然、护卫自然。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
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一以贯之，使之能够在知、行统一上得到升华，成为草原民族最宝贵
晶。这一点，在草原民族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社会习俗、法律制度、少儿教育领域（
大量保护生态的内容）中都有广泛的体现。例如，草原民族信奉的萨满教，就是以“万物有
崇尚自然为主要特征的自然宗教。在这种宗教看来，凡是天地间形成的自然物，哪怕是一草一木
都有神灵，或是神灵的化身，人们都应当顶礼膜拜。如果随意破坏，将是对神灵的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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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神秘的面纱，在这种宗教思想体系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生态伦理观和思想萌芽。而这
态观，实际上就是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在宗教领域中的反映；反过来，这种宗教
也是催生草原生态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不难看出，抱着敬畏的心情，崇尚自然，爱护
是草原生态文化区别于其他生态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其富有生命力的优势所在。当
如此界定，不是说具有宗教色彩的自然观比唯物主义自然观更进步，而是说这种自然观在保
方面，客观上具有内在的“强制”优势。  
  二是践行自由。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对于许
说，由于受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束缚以及民族性格差异的影响，自由仅仅
向往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而已；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
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中，自由的因子已经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他
自由早已不再是纯粹的精神王国的至上原则，而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践行的对象。人们经
草原民族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豪放的性格和开放的文化心态？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坚韧的品格和勇
敢的气质？其实，这同他们践行自由的原则是分不开的，是草原文化践行自由的特质在民族性格和
心理素质上的反映。在草原民族那里，自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必理
必言说，完全熔铸在民族性格之中。这是草原文化同其他文化相比最富个性的地方之一。 
  三是英雄崇拜。民族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懂得崇尚英雄的民族，才是英雄的民族。崇敬英雄
倡导英雄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这一点，在草原民族中体现得尤
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
籍描写草原民族“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草原民族崇敬英雄
的文化传统，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蒙古民族中，人们至今喜欢用“英雄”（巴特尔
汇作为自己的名字。蒙古族还是拥有英雄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这些英雄史诗，如《江格
篇闪耀着英雄主义精神。草原民族对英雄的崇拜，有多方面的内涵，如对“力”的崇拜、
的崇拜、对“王”的崇拜。草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象征英雄的文化。这种崇敬英雄的文
化传统，像一种无形的力量，为草原民族孕育出一代又一代英雄人物，为草原民族锻造出不畏
险、不畏强暴的伟大民族性格。  

 
关于草原文化的建构问题  

 
  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是指形成在我国北方草原
一特定历史地理范围内的文化。从古至今，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文化虽然不尽相同
是以草原这一地理环境为共同的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形成统
文化。这里，草原既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象征意
作为民族文化，草原文化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的，他们在不同
期创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诸如匈奴文化形态、鲜卑文化形态、契丹文化形态等，但由于
民族相互间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族际承继关系，因而草原文化从本质讲是一脉相承的，
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  
  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
自然生态环境中，从古至今相继产生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
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
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其中，建立在游牧
生产方式上的游牧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是草原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主要标
  草原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古老传统的地域文化之
一，在吸纳现代文明因素、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为各个地域文化作出新的样式。我
地看到，在草原文化各个领域，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物质文化形态到精神文化形态
方式到认知体系，从生活习惯到制度规范，传统和现代的东西无不在碰撞、冲突、相互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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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成新的统一，使草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的整体。  
  以上三点，我曾写文章专门论及。文章发表后，有人对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相统一的
质疑，认为游牧文化同农耕文化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两种文化形态，怎么能包容在草原文化中
呢？再者，把草原文化视作游牧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统一，如何把握草原文化的特质？事实
们从草原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和现存状态看，这种看似矛盾的统一，恰恰是历史的真实
一，从草原文化分布区域来看，历来是多种生产方式共生共存地区，其中在有些地区，例如
化分布区，农耕文化还早于游牧文化产生。第二，从草原文化的民族主体来看，他们虽然一向被
为是游牧民族，但大多都同时从事过农业生产，在有些民族中，农耕生产曾达到相当发达
第三，从草原文化发展现状来看，草原文化已经成为建立在多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文化形
这也是当今地域文化所共有的特征。如果我们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明，既不符合草原文
化的实际状况，也很难解释当今草原文化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我认为，任何一种文化，
立在纯粹的单一的生产方式之上，在其赖以建立的主导生产方式之外，还应有其他生产方式作
充。绝对的、纯粹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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