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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文化的战略地位日益显著提升，其作为重要社会资源的价值
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
通过文化的视角、手段和途径来审视、处理和协调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问题和各种复杂关系，提升我
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作用，以
及文化的审美、娱乐、教育和对社会群体的凝聚作用，已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普遍共识。
正是因为文化的力量，已深深熔铸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他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
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
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当前，深入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是思想理论文化领域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使命和长期任务。
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源远流长，绚丽多姿，辉煌灿烂。
她是由中华民族56个民族共同组成、创造和发展，由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共同构筑的。
显然，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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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草原文化的民族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不断融汇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延伸、升华，实
现了文化功能的提升，展现了草原文化作为现代文明重要载体的时代风貌。
以草原上千百年来盛行的传统节日那达慕来说，已经被赋予了时代内涵，它所要展示和表达的已经不
单是草原人们的娱乐竞技，而是增强了文化与生产、商贸、旅游等经济生活的联系，极大地丰富了民
族团结进步的内涵，实现了草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对接，更加凸显了民族、地域特有的文化。
在现实生活中，草原文化中的节庆、旅游、祭祀、娱乐、餐饮、医药、服饰、工艺、歌舞、文学艺术
等都在实现与现代文明之间双向互需的有机结合。
草原文化以特有的方式吸纳现代文明的成果，实现发掘、更新、重构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现代文
明也在与草原文化的结合中获得新的实现领域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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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蒙古族的历史与文化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时代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文化。
因此，从本质上讲，文化既是历史的沉淀，也是对现实世界的折射。
作为人类价值系统的集中体现，文化具有自身的相对稳定性和传承性，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某种价值判
断和行为模式犹如生物基因，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社会及其成员产生作用，从而制约现实社会的发
展变化。
蒙古族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民族，经历了很多民族未曾经历过的遭遇，沧海桑田式的社会变迁，
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史上比较罕见，使其文化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脉络。
特定的历史造就了蒙古族特有的文化，特有的文化又造就了蒙古族特定的历史。
第一节 13世纪以前原蒙古人的历史与文化谈及蒙古族的文化源头，就必然要涉及族源问题，因而是比
较棘手的问题。
首先，对蒙古族族源问题史学界至今还没有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其次，由于史料的限制，要想
对l3世纪之前的蒙古族文化做出脉络清晰的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对于一部文化著作，它又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我们只能深度从文化学的角度观察思考，对日期蒙古族文化的源头做出如下的描绘，获
得大体上让坊者接受的观点。
按照历史学界大部分专家学者的共识，如果我们以语言作为判断民族归属的主要参照系，蒙古族应当
毫无疑义地归属于东胡系统，她应该是由东胡系统的某个部族为核心构成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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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经三年时间的探索和努力，内蒙古自治区重要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项目“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主
体成果《草原文化研究丛书》即将付梓问世。
《草原文化研究丛书》共11本著作，对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草原文化的历史发展与影响、草原文
化的现代发展等基本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多方位的、深入的研究论述，是草原文化研究集大成的研
究成果。
这项成果是我们向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一份献礼。
草原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专家学者们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语言
、宗教、民俗等，做了大量的研究探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为今后这一领域的研究打下
了很好的基础。
但是，把草原文化作为整体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过去还是比较少的。
我们之所以要着重开展草原文化研究，是因为随着考古发现、历史研究的深入，随着内蒙古民族文化
大区建设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事业的发展，更为迫切地需要我们对草原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和
现实意义有新的认识和领悟，做系统深入的梳理和阐述。
我们对草原文化做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从2004年4月开始的。
此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光林同志几次明确提出我们内蒙古要组织力量认真开展草原文化研
究，要通过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确立和阐释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历史中应有的战略地位与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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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蒙古族文化研究》是草原文化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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