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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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草原文化的研究，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需要把握并不断深化。
    一、关于草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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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点研究的中心内容。
综合目前的研究，对于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我们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和把握。
    第一，要弄清什么是草原文化，即草原文化的界说问题。
我们认为，所谓的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
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
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其中价值体系是其核心内容。
作为一种历史过程，草原文化在早期经历细石器文化之后，前后演绎为以西辽河流域为代表的早期农
耕文化和聚落文化，以朱开沟文化为肇始的游牧文化以及中古时期逐步兴起的游牧和农耕文化交错发
展的现象，到近现代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又为草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使草原文化呈现出传
统与现代、地域与民族相统一、多种经济类型并存的复合型文化形态。
    第二，草原文化的类型问题。
从文化学上分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草原文化视为一种以崇尚自然为根本特质的生态型文化。
这种文化从生活方式到生产方式，从观念领域到实践过程都同天地自然生态息息相关，融为一体，将
入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做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一以贯之，使之能够在知、行统一上得到升华
，甚至以敬畏和珍惜的心情对待自然，保护自然。
这也是草原文化不同于伦理类型的中原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第三，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问题。
这是目前草原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有许多观点正在热烈讨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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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呼伦贝尔草原文化第二节 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山地草原文化渊源呼伦贝尔市地域辽阔，
民族众多，文化灿烂，历史悠久。
远在旧石器中晚期，至少在2万-3万年以前便有古人类活动在海拉尔河流域，在蘑菇山遗址留下了他们
制造的石器工具。
1万多年以前，著名的“扎赉诺尔人”在蓝色呼伦湖一带繁衍生息，创造了呼伦贝尔地区的原始文化
。
呼伦贝尔地区最初见诸史籍的部族是东胡。
公元前209年，东胡被强大的匈奴击败。
匈奴建立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第一个政权，呼伦贝尔为左贤王庭辖地。
公元1世纪，在大兴安岭北部丛山密林中游猎的东胡后裔鲜卑之拓跋部，走出了森林山地，“南迁大
泽”，在以呼伦湖为中心的呼伦贝尔草原发展了游牧经济，壮大了实力。
呼伦贝尔为鲜卑部落联盟东部的辖地。
隋唐时，呼伦贝尔为部分室韦部落驻地。
唐代曾设室韦都督府进行管辖。
辽代，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归上京道东北路招讨司辖，岭西地区由乌古敌烈统军司辖。
金代，岭东归蒲与路辖，岭西归东北路招讨司辖。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后，实行“领户分封制”，岭西地区由左翼万户长木华黎统治，岭东地区仍被
金朝统治着。
1214年，成吉思汗将蒙古草原的东部分封给他的四个弟弟和特薛禅家族。
岭西地区是其长弟哈撒儿和三弟子按赤台及弘吉刺部特薛禅家族的封地，幼弟斡赤斤的初封地以喀尔
喀河右岸为中心，包括直抵根河一带的大兴安岭西麓地区，后来逐渐向岭东发展。
元朝创立行省制度，当时呼伦贝尔诸王的封地没有纳入行省，仍保留诸王封地的建制。
1288年，诸王封地人行省，岭东划人中书省泰宁路和辽阳行省山北辽东道，岭西划入岭北行省和林路
辖。
明朝，呼伦贝尔地区由奴尔干都指挥使司下设的一些卫、所管辖。
岭东由福余卫、阿伦卫、阮里河卫等管辖；岭西由斡难河卫、坚河卫、哈刺孩卫及海喇儿千户所等管
辖。
17世纪初期，沙俄开始侵入黑龙江北岸，对居住在那里的达斡尔、索伦（鄂温克）、鄂伦春人民进行
烧杀抢掠。
清顺治年问，世代居住在黑龙江北岸和精奇里江一带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人，被迫迁到嫩江流
域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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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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文化区域分布研究》是草原文化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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