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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末清初之际，晋西北，晋中以及陕北等地区的百姓，向尚未开发、人烟稀少的外长城地区迁徙
谋生，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史称
“走西口”，又叫“走口外”、“跑口外”走西口从明末清初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历时近三个世纪
，在我国移民史上写下了浓厚而沉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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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清代归化土默特地区与今天的山西省原本同属一个省级行政区，从文化地理的角度
上看，清代归化土默特地区是山西文化区向北延伸，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地区。
民国《绥远志略》称：“绥远（包括归化地区）汉族约占十分之六，多来自山西、河北、陕西、甘肃
等地，多于清中叶移来，山西人数居各省之首。
” 在归化土默特地区，山西移民便构成当地汉族居民的主体。
山西人移民北上，将山西文化也移入新的居留地。
由于山西人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具有了晋文化的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山西人“走西口”的过程，也是晋文化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扩展的过程。
 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也是文化最丰富、最活跃的载体。
文化总是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而向外传播。
大批“走西口”者将山西等地的文化因子及模式移入他们在内蒙古的新居留地，使当地文化打上了晋
文化特色的烙印。
晋文化在归化土默特地区的扩展，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化教育等方面。
 语言和文字是一种文化的标志，从一个地方的语言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深层次的东西。
讲相近语言的社会群体，往往属于同一文化源流。
语言工作者经过对内蒙古地区汉语方言的调查及研究，得出一些颇具价值的结论，内蒙古中西部汉语
方言与山西、陕西方言相近，并与移民有关。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从清初以来一直成为山西移民北上的聚居之地，在当地人口中迁入最早、人数最多
。
当地方言即是这些移民所输入，当地形成的方言也就以山西方言为主。
因此，现代学者多称之为“内蒙古晋语”，将其看作晋语的分支。
“内蒙古晋语”是山西北上移民经过长期生产、生活实践活动，慢慢演化而形成的。
 清代自康熙、雍正以后，归化土默特地区开始出现了一些文教建筑。
1724年出现了第一座孔庙和土默特旗官学。
这座官学又名“启运书院”，是归化土默特地区最早的书院，它专门招收蒙古贵族子弟学习满、蒙文
和汉文儒教经义。
与此同时，在归化土默特地区出现了许多私塾。
据《绥远概况》记载：“昔在有清，以科甲取士，以乡里之间，不乏经师，设帐课徒。
”这说明当时私塾很普遍，私塾的教材主要是启蒙读物《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有些程
度比较高的私塾甚至可以以“四书”、“五经”为教材。
伴随着文教事业的发展，在归化土默特地区又先后出现了先农坛、关帝庙、文昌庙等，反映了归化城
在许多方面都逐渐与内地的城镇相接近。
这个情况的出现，与汉族平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增多有直接的关系。
一批有文化的山西移民为这一地区文化教育的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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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西口》从明末清初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历时近三个世纪，在我国移民史上写下了浓厚而沉重的
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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