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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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文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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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那达慕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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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丰富也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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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文化的现代文明意义，还体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如前所述，以天人和谐相处为根本特质的草原文化，不仅含有丰富的处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资
源，而且具有这方面实践活动和实际经验以及这一实践活动结下的丰硕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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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达斡尔人的传统烹饪用盐、蒜、葱、辣椒等作为调味品，利用这些调味品的辅味与食品本味相协调，
增加食品的香味、鲜味，去除其中异味，使得饮食更加可口，体现出达斡尔族注重原味的饮食特色。
三、饮料�达斡尔族的饮料有牛奶、茶、酒、野果粉等。
牛奶在传统饮料中有突出地位。
除煮开鲜牛奶饮用外，多是喝酸牛奶。
夏季里，在外劳动完回到家后，总要喝一碗酸牛奶解渴。
到农田劳动或采集时，把酸牛奶盛入“冲古罗”（桦皮桶）里，携带饮用，起到解暑的作用。
当客人来到家里，端上一碗酸牛奶，会给客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受。
在牧区生活的达斡尔人每天奶茶不断。
做奶茶的方法是，先把砖茶煮开后滤出，在茶水中加入炒熟的稷子米、盐和牛奶，熬开即成。
饮用时泡入些奶皮、奶干和奶油，浓香四溢。
达斡尔人用奶油炒稷子米(其他米也可以)，稍有糊巴味时，放入煮牛奶的锅里，熬开后即为米奶茶，
是很有特色的饮料。
达斡尔人采集野生植物当做饮料。
其中有“切·欧斯”(意为做茶的草)，即黄芪，有30厘米多高，开蓝花。
在秋季采集晒干，经热锅蒸后，趁其潮时压成坨。
使用时掰下一块放入水中烧开饮用。
水呈茶色，有甜味，有助消化的作用。
此外，也采集山丁子的叶子、“掌笼库”(赤芍)烧开水当茶，但很少饮用。
春夏之季，到山里劳动的人把桦树皮剥开一道口，饮流出的桦树汁解渴。
桦树汁稍发黄色，有甜味。
秋天，采集山丁子晒干碾成粉，拌入白糖后，冲开水饮用，是十分鲜美可口的饮料。
过去，达斡尔人采用蒸馏法酿酒，有两种自制的酒：一种是奶酒，用牛奶酿的称为“沙日·阿日给”
，用马奶酿的称为“车坡日特”。
做法是，把牛奶放人缸里使之变酸，并不时用“布鲁日”(搅杠)搅动。
数日后，把变酸的牛奶放人锅中，上面放一米多高的木桶，木桶上面放盛凉水的锅，锅底下置细木槽
，让它从木桶一侧倾斜伸出外面。
当把牛奶加热时，其蒸汽就在上面的锅底处结成水珠，积多的水珠落到细木槽后流出，这便是奶酒。
据《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海拉尔地区达斡尔族过去“养三头以上乳牛的人家几乎都做奶酒”。
《中华全国风俗志》(1921年)载：“达斡尔以牛马乳造酒，谓之阿尔古，汉名奶子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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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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斡尔族 鄂温克族 开鄂伦春族文化研究》是草原文化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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