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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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草原精神文化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子项目，经过一年多的
努力终于要交付出版了，心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还有些忐忑、有些遗憾。
说实在的，从动笔写作到交稿，历时一年有余，直到进行全书统稿的时候，似乎才找到了感觉，才真
正开始进入角色，才发现有一些观点、想法没有充分展开，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有些问题论述得还
很肤浅，没有深入下去；全书的观点、材料以至谋篇布局，都还有不少欠缺，如有可能做进一步完善
，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课题结项的期限已到，不能因为我们一项子课题而影响整个研究的工程的进度，只好不很情愿
地交稿了。
或许，科研工作注定是一项留下遗憾的工作。
因为，整个研究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思考、探索的过程，有些认识直到最后才形成，有些毛病和问
题直到最后才发现，即使是原来满以为找到了不容置疑的答案的东西，到了后来才发现原来那只是寻
找答案的开始。
这或许就是每一个阶段的研究，只能是新一轮研究的基础，只能是供别人和自己日后超越的一个标尺
的原因吧。
    草原文化研究是个新课题，开展系统的研究迄今不过也就几年。
草原文化研究的困难恰恰在于草原文化这一概念内涵的丰富性和外延的广阔性。
我们说，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是指形成在我国北方草原这一特定地域范围内的文化。
它不是单一民族的文化形态，是生发在草原这一地域范围之内的历代各民族文化经过无数次裂变-聚
变-裂变的反复整合而形成并被传承下来的草原各民族文化的集合体。
在民族文化层面上，草原文化不仅包含了诸如匈奴、柔然、鲜卑、突厥、蒙古等历史上的各个民族接
续下来的文化，而且还包括并存于同一历史时期内的各个民族的文化，如今天的草原文化不仅包括蒙
古族文化，而且还包括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的文化；草原文化是复合型文化，由基于不同生产
方式、不同经济类型的多个文化子系统构成的复合型文化形态。
在草原这个自然地理环境中，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狩猎采集文化、原始混合型文化、畜牧游牧文化、农
业文化、工业文化等等。
尽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建立在游牧生产方式之上的游牧文化在整个草原文化当中居于主导地位，
以至使人们往往将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等同起来，但只要我们认真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游牧生产方
式历来都与程度不同的狩猎、农业等其他生产方式相伴相随而发展，从而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具备了
复合型文化的品质；草原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从形成到现在历经数千年，一
代代传承下来，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不仅依然保持着固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要素，而且，随着社会历
史的变革、时代的前进，吸纳了大量活性元素，内涵得以丰富，外延得以扩展，正在以崭新的姿态走
向未来。
因此，草原文化既是古老的传统文化，又是鲜活的现代文化，既可以指代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草原人群
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也可以指代今天的各民族草原儿女所置身于其中的活态文化。
作为历史文化概念，草原文化是指以游牧文化为主导的、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体系；作为现实
文化概念，是指在草原传统文化基础上融入诸多现代文化要素和多民族文化要素，同时依然保持其鲜
明特色的草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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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草原精神文化的生成民族学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人类为维系各个具体的社会集团（民族
）的生存与发展，经由该集团所有成员在其世代延续中以渐次积累和约定俗成的方式建立起来，并有
后天习得而加以延续与丰富的一个相对稳定而又独立完整的社会规范总和。
本书的研究对象——草原精神文化是相对于草原物质文化而言的草原非物质文化。
草原文化是一种特指的地域、民族族群文化，是特指生发于有史以来阿尔泰语系各民族活动的北方草
原地区的文化。
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包括生发、成长于这一地域的原生文化、次生文化和共生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广袤的北方大草原曾经是众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家园，他们在与大自然的抗争和
自身的生存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各民族自己的文化，形成了以文化维系起来的人群——民族。
这些民族的文化尽管各有各的特性，但都是以草原为外部环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联系与统一
性，形成为统一的草原文化的。
草原各民族有些是并存于一个历史时期，互为有别于自身的外部社会环境，而有些则是属于不同的历
史时期，呈现出前者被后者更替，后者取代前者，薪尽而火传，草枯又再生的状态。
但不论属何种情形，各民族文化之间都有一种彼此吸纳、继承，逐渐完成民族文化自身的进化，然后
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稳定发展的过程。
比如，秦汉时期的匈奴文化就是当时众多民族部落文化和此前各“戎”、“狄”文化的集大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文化、隋唐时期的突厥文化、宋辽金时期的契丹、女真、党项族文化、元代以
来的蒙古族文化都是如此。
因此，可以说草原文化是一系列草原民族文化的合称。
对北方民族文化抑或是北方草原文化的界定，实际上也就界定了北方草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草
原精神文化。
如果说草原文化这个大系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身心理的关系等三个层次
，那么，草原精神文化则首先指草原文化当中的“表达文化”，即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宗教信仰、
文学艺术等等。
然而，问题还有其复杂性的一面，这就是文化结构的分解阐释，至今没有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简单
明了的办法。
这是因为文化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构造，该体系之中的各个要素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界限，
很多要素既有这样的属性，又有那样的属性，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所得到的结果也不同。
其次，对文化体系进行分解，只是为了研究和表述的方便，分解并不意味着文化是由多个零部件组装
的，任何一种分解的尝试都必将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都是一种尴尬的无奈之举。
比如，科学技术由于它同物质文化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不少文化理论著作将它归入第一个层面，
称之为“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层面”。
而不论科学技术研究作为人类精神实践的过程，其产品作为精神生产的产品，都在精神领域存在，且
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具有不同的特征，当然无法将其与精神文化割裂开来。
同样，伦理道德、典章制度、法律等等一般被认为是属于“制度文化”或“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
然而其精神属性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本书的草原精神文化概念是较广义的概念，相对于物质文化，包括草原物质文化要素之外的所
有文化要素的概念。
它包括科学技术、伦理道德、社会组织、法律典章、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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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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精神文化研究》是草原文化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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