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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文化:打造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
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内蒙古品牌

◆ 哈达 殷福军

[摘 要] “北疆文化”是具有内蒙古特质的地域性文化符号和形象。这一地域性

文化符号和形象,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千百年来生活在祖国北部边疆的内蒙

古各民族共同孕育、形成、塑造和铸就的文化标识。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就是要坚持正

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入挖掘和展现内蒙古边疆大地上各民族在共同开拓辽阔疆域、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厚重的地

域渊源、历史脉络、文化资源、价值理念,打造内蒙古地区所形成和延续的“北疆文化”区

域品牌、“北疆文化”史册品牌、“北疆文化”人文品牌、“北疆文化”红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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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疆文化”,是具有内蒙古特质的地域性文化

符号和形象。这一地域性文化符号和形象,是中华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千百年来生活在祖国北部

边疆的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孕育、形成、塑造和铸就的

文化标识。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就是要坚持正确

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入挖掘和展现内蒙古边疆大

地上各民族在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

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历史发

展进程中厚重的地域渊源、历史脉络、人文资源、价
值理念,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奋
笔书写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的内蒙古篇章。
一、北疆文化是在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

的疆域中孕育的

———“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精辟概括了中华民

族共同体生存空间的形成过程。北疆文化正是内蒙

古各民族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壮大孕育的“邦

畿印记”。

千百年来,在内蒙古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上,各
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北疆的

锦绣河山、广袤疆域,为“北疆文化”刻下了强劲的标

识和形象。内蒙古地区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摇

篮之一,在这一区域曾诞生过很多游牧民族部落。
“古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成为一个各民族共享的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匈奴最初兴起于内

蒙古地区阴山山麓,后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以东、河
套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东胡自商代初年开始分布

于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鲜卑兴

起于大兴安岭,后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南下西拉木伦

河流域,是魏晋南北朝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
突厥原住于阿尔泰山南麓,后迁入漠北草原,并逐渐

统一大兴安岭到咸海之间的土地。契丹起于老哈河

流域,后建立辽朝,定都临潢府(今巴林左旗境内),
疆域广阔。女真是中国古代生活于东北地区的古老

民族,后建立金国,其国土西北至河套地区。“蒙
古”,从最初额尔古纳河畔的一个部落,逐渐统一蒙

古诸部落后演变成为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蒙古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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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首领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后建立了游牧贵族政权

“蒙古汗国”,被尊为成吉思汗;元朝创设行省以后,
内蒙古地区分属中书省和几个行省管辖;达延汗设

立的6个万户中,4个万户分布在内蒙古;后来俺答

汗一度治理整个内蒙古西部。
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的疆域中孕育的

“北疆文化”,集合了内蒙古地区形成和延续的多种

地域性文化符号和形象。内蒙古草原、额尔古纳河、
呼伦贝尔、大兴安岭、阿尔山-柴河、西拉沐伦、阿斯

哈图、锡林郭勒、辉腾锡勒、阴山、敕勒川、河套、黄河

几字弯、鄂尔多斯、响沙湾、大漠、居延、额济纳、贺兰

山、巴丹吉林、朔方、塞北、漠南、北疆……地理方位

和生态系统中最重要、最独特、最精华、最富集的自

然文化符号和形象跃然纸上。自古以来,内蒙古地

区的各民族呈现出你来我往、频繁互动的态势。特

别是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各
民族交往交流范围不断扩大,融合程度逐渐加深,从
而形成和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经过数千

年风雨历程,汉族同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

民族对内蒙古地区神圣故土的开发,对各民族赖以

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的建设,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经几次民族大融

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

土地。”
二、北疆文化是在内蒙古各民族共同书写悠久

的历史中形成的

———“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精辟凝练了中华民

族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记忆。北疆文化正是内

蒙古各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巩固注入的

“历史血脉”。
千百年来,内蒙古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

并汇聚成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历史,其发展演变一

直伴随着中华民族发展进程,并在北疆地区各民族

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孕育和形成“北疆文化”。在北疆

形成的众多游牧民族和政权中,匈奴、东胡、鲜卑、乌
桓、柔然、敕勒、回鹘、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汉等民

族,或在中国北疆建立局部统一的地方性政权,或入

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的王朝。北疆民族政权与中原治

理王朝不断交互,成为推动中国历史不断演进的重

要力量,丰富了中国历史的内涵,也对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形成和凝聚做出了突出贡献。内蒙古是北方草

原民族最主要的生活地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
们在这片土地上往来兴替、繁衍生息,展开了丰富、
生动的历史画卷。中国历朝历代都把维护多民族的

“大一统”看作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匈奴

冒顿单于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实现了民族大

融合。元朝提出“天下一家,一视同仁”这种维系统

一、各族一家的思想,成为各民族的精神共识、追求

理念。吐蕃各部在元朝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使
得青藏高原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实现了多民族融合。
之后,忽 必 烈 创 建 中 国 古 代 区 划 演 变 的 最 终 结

构———行省制度,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同时,打
破了传统东亚大陆各大民族王朝对峙的局面,将整

个东亚大陆纳入版图之中,以“元”“中国”作为统一

的称呼,使得东亚各民族得以整合在一起。自元朝

之后,“中国”的概念不再局限于中原汉地,而是成为

整个东亚大陆的统称。
内蒙古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在悠久的历史中形

成的“北疆文化”,汇聚了内蒙古地区所形成和延续

的“大一统”历史文化符号和形象。从赵武灵王开发

北疆“胡服骑射”,到光武帝移牧南匈奴黄河以南;从
在内蒙古及其周边地区建立前凉、后赵、前燕、夏、北
魏等政权不约而同把自己的族源追溯到三皇五帝,
到发源并成长壮大于内蒙古地区的拓跋鲜卑政权,
从森林走向草原再走向中原,从而将自己狩猎、游牧

的文化特点注入农耕民族的文化之中;从北魏孝文

帝改革推行汉化政策,到辽夏金“因俗而治、兼容并

包”;从成吉思汗巩固扩大国家版图,到元明清开放

并蓄、多元一体;北疆与中原各民族的互学互鉴、互
融互通从未止步。从元朝棉纺织业、青花瓷制造业

和白酒产业的兴起,到《授时历》《农桑辑要》《农书》
及“八思巴文”的创制;从《魏书》《周书》《北齐书》《辽
史》《金史》《元史》在皇皇二十四史中皆因少数民族

政权撰写而浓墨重彩,到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接

受明朝册封、开展互市贸易而繁荣昌盛……北疆地

区各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彼此亲近,形成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自“北疆”
登上历史舞台的宇文泰、耶律阿保机、成吉思汗……
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代表;到在“北疆”演绎

千古传诵的胡服骑射、昭君出塞、北魏孝文帝改革

……都是各民族共有的历史佳话;再到于“北疆”放
垦创造奇迹的“闯关东”“走西口”……都是内蒙古形

成旗县并存、农牧并举的多元化社会的发展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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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无疑都构成了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

华民族形象,集中展现了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认同。
经过各个民族、各个朝代的共同努力,最终写就了源

远流长、光辉灿烂、多元一体、赓续不绝的中华民族

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

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

自居。”
三、北疆文化是在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

的文化中塑造的

———“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精辟指出了中华文

化形成发展的内生源泉。北疆文化正是内蒙古各民

族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塑造的“文化密码”。
千百年来,内蒙古地区就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

大舞台,处在同一区域空间的北疆地区各民族以独

特的民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共同创造了“北
疆文化”。大约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进入内蒙古

地区,其代表为今呼和浩特市东郊的大窑文化。这

里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制造场,与北京周

口店中国猿人共存。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创造的兴

隆洼文化(兴隆洼遗址位于赤峰市敖汉旗),是目前

已知的东北亚地区文明的第一个历史高峰,被联合

国粮农组织评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而后

继的是大名鼎鼎的红山文化,先民们不但创造了发

达的手工业,更根源和最根本的是创造了以粟作为

核心的内涵丰富的北方农耕文化。同时,兴隆洼文

化、红山文化中有世界最早且精良的玉器组合与工

艺技术,逐渐向东和南传播。红山文化C形龙(中华

第一龙)及红山文化对龙文化的崇拜,成为中华民族

“龙”神话信仰的起源。这些远古文化遗址是各民族

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代表。“草
原丝绸之路”作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

华民族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的一系列古城遗

址是中华文化的精粹。秦直道遗址,位于鄂尔多斯

高原,是由秦王朝执政中枢地方直通北边长城防线

的高速道路,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

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黑城,地处阿拉善大漠,从汉

唐起,一头连着中原,一头串起草原绿洲;元朝集宁

路古城遗迹,坐落于乌兰察布市山口,是蒙古草原与

内地开展经贸买卖的销售市场;世界文化遗产元上

都遗址,屹立于锡林郭勒草原,曾是草原丝路万里行

的重要节点;内蒙古境内有各时代长城墙体近7570

公里,占中国长城资源总量近三分之一,抒写了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奇迹与辉煌,刻画了各民族共享

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中孕育的

“北疆文化”,凝结了内蒙古地区所形成和延续的璀

璨的民族艺术文化符号和形象。内蒙古特殊的丛林

草原地带造就了独特的游猎、游牧文化区域的人文

环境,并在与农耕文化的交融中不断创造出新的艺

术样式。从历史上蒙古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
《江格尔》,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蒙古族长

调民歌、呼麦;从宫廷音乐阿斯尔,到民间说书乌力

格尔;从马头琴、火不思、四胡、安代舞艺术表演,到
博克、射箭、赛马、蒙古象棋、那达慕竞技博弈;从蒙

古族服饰、刺绣、文字语言、生活品位,到勒勒车、蒙
古包、马具制作生产技艺;从诈马宴到奶酪制作技

艺;从牛羊肉烹制到蒙医蒙药传承;从敬献哈达、祭
敖包、马奶节、养驼习俗,到蒙古族敬酒、鄂尔多斯婚

礼、察干苏力德祭祀、成吉思汗祭典;从察哈尔、巴
林、鄂尔多斯、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巴尔虎-布里

亚特、卫拉特蒙古语土语,到汉语东北官话、晋语、兰
银官话;从蒙古族潮尔道、古如歌、好来宝、叙事民

歌,到汉族漫瀚调、爬山调、二人台、二人转;从达斡

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到鄂伦春族桦树皮制作技艺;
从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到俄罗斯族民间舞蹈……生

活在内蒙古大地的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异彩纷呈。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族文化交相辉映、历久弥新,
最终成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的重要组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化是

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四、北疆文化是在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培育伟大

的精神中铸就的

———“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精辟归纳了中华民

族文明进步的根本力量。北疆文化正是内蒙古各民

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就的“精神基因”。
千百年来,在共同生活、创造的过程中,内蒙古

大地上的各民族承载着共同的情感寄托、共同的精

神信仰、共同的价值理念,留下了不朽的历史佳话,
为“北疆文化”注入鲜活的精神动力。公元前33年,
王昭君作为和平使者,远嫁漠北草原,迎来“边城晏

闭、牛马布野”的太平盛世。在今呼和浩特市大黑河

南岸,昭君墓已矗立两千余年———它以史言明,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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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古以来就互相依存、休戚与共,也时刻提醒后人

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大好局面。在人们

心中,“昭君出塞”以民族团结象征,成为各民族共享

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1247年,在“凉
州”这片连接着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中原农耕文明

和边疆游牧文明的土地上,蒙古皇子阔端同西藏宗

教界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进行了一场具有深

远历史影响的“会盟”,《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载:
“众生阅读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作为“凉州会

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位于武威市的白塔

寺成为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凉
州会盟”这段爱国主义历史篇章,成为各民族共同培

育伟大精神的历史佳话。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

州的博格达尔山上,竖立着一座建筑面积120平米

的三层塔,这是当地人民政府为纪念察哈尔蒙古西

迁戍边壮举而建立的,并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
人们铭记那段感人的历史。1762~1763年,2000多

名察哈尔蒙古兵丁携家眷迁徙至远在新疆天山北麓

的博尔塔拉驻守卡伦,充实边防,定居边塞,屯牧戍

边,开发新疆,成为国家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迁

徙和永久驻防典例,展现了察哈尔蒙古族西迁戍边

爱国主义精神,成为祖祖辈辈永存的记忆和传颂的

瑰宝。1771年,离开故土一个半世纪之久的蒙古族

土尔扈特部,不堪忍受欺辱,发动起义,毅然东归。
经过半年万余里长途跋涉,3万多户、约17万人“仅
以半计”回到祖国怀抱。在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柄

用汉、满、蒙古三种文字写着“渥巴锡进”的蒙古族腰

刀———见证了“土尔扈特万里东归”的壮举,彰显了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之

后,聚居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东归土尔扈特部后

代,为了新中国航天事业多次迁徙。“最好牧场为航

天”,成为各民族共享的鲜明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

民族形象。
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伟大精神中铸就的

“北疆文化”,凝结了内蒙古地区所形成和延续的红

色文化符号和形象。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

略,内蒙古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抛头颅、洒
热血,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

大史诗。“乌兰夫在内的第一批共产党人”、百灵庙

武装暴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锡察草原的革命武

装、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的成立、内蒙古骑兵挥师

辽沈平津战役……内蒙古各族儿女为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新中国成立

后,涌现出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

古”“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先进事迹,以及牛玉儒、都
贵玛、廷·巴特尔等模范人物;“模范自治区”“草原

钢城”“东风航天城”“呼包鄂金三角”“北疆亮丽风景

线”“绿色万里长城”,以及《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

阳》《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牧民歌唱共产党》《守望相

助》等反映时代的文化符号和形象。“我国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国家重要

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成为新时代各民族

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吃苦耐劳、
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勇
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的“三北精神”,以及

“不忘初心,保持本色”“不辞辛劳,风雨无阻”“不务

空名,扎根沃土”的“乌兰牧骑精神”,这些富有时代

特征和民族特色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脱胎于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又在新形势下不断进行再生

再造、凝聚升华,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伟大

精神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因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

起来的,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

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通过以上分析,以习近平中华民族历史观为引

领,从具有象征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

民族形象中深入研究“北疆文化”的精神实质,准确

把握核心要义,从具有蕴含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

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中广泛汲取精神滋养,不断凝

聚前进力量,并通过对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

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作出“内蒙古凝练”与
“内蒙古表达”,才能回答“北疆文化”到底“是什么”
“哪里来”“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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