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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
好”，强调要以此为引领，“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
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
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
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
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民
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
毫不偏离这条主线。“北疆文化”这一标识性概念
正是为贯彻落实这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从作为
整体的北疆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
提炼出来的，清晰地表达出北疆参与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历史进程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
觉意识、主动意识，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是从空
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实践新突破。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文化与各民
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关系。各民族文化根植于各民族日常
生活之中，并从各民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
方式、情感样式的差异性中凝聚出共同性。各民
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
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
的内生动力。作为枝叶的“北疆文化”正是在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并参与熔铸了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
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因此，对于“北疆文化”的认识，不能仅仅停
留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格局中，而是要
深化对这一历史格局形成路径与演进机制的探
讨，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重要财富创新性地发展
成为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优势。

“北疆文化”概念的提出是以
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新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
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

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
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
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以蒙古
马精神和“三北精神”为叙事核心的“北疆文化”，
不仅是中华文化叙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
这一标识性概念的提出，正是运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实践的新突破。

马克思曾说过，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
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北疆文
化”作为内蒙古提出的标识性概念，既是千百年
来生活在北疆地区的各民族在生产劳动和日常
生活中形成的观念、思想和价值观的核心体现，
在历史上发挥了增强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
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相结合的实践载
体，在新时代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强大价值引导
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的生态观、秩序观、
文明观。

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是推进
政治话语向文化话语转化的新实践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走向现代化的理论阐释，仍多停留在文化表象与
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表层贴合上，缺少从中华
文明发展的整体视野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内在机制与演进路径的深刻探讨，特别是对于在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以及“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阐释、理
论阐释的研究亟待加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
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
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
过去、现在、未来”。“北疆文化”是具有明确的政
治空间形态和清晰的中华文明史建构视野的标
识性概念。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它着眼于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大局，既有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民族维度，又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维度。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它坚持用实践的观点、历
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治实践转化为文化实践，意
在通过对这一在中华文明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的区域文化形成机制与内在演进路径的深入
抉发，深刻阐释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中国

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这
一重要论断。

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是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

“润物细无声”的事情。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项工作
都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
在新时代高质量推进民族地区各项工作，加强传
统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一方面需要坚持系统观
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中华民族整体性出发，
不断增强制度性阐释和治理体系性建设，做任何
工作、办任何事情，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并以此来评价、
检验其效果；另一方面，要通过大力弘扬蒙古马
精神、“三北精神”，大力支持少数民族文化保护
和传承，推进区域内多民族多元文化参与中华文
明传承发展体系构建，从而强化中华民族整体史
观构建的理论阐释。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
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
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
进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马
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存在高度的
契合性、“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等方面作了深入系统阐述，呈现出科学的理论
逻辑和历史逻辑，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更好担
负 起 新 的 文 化 使 命 指 明 了 新 的 方 向 。“ 北 疆 文
化”正是在这一新的历史机遇下提出的以理论
促实践的新概念，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是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举措。下一步，我们应
以此为突破点，深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
结构，将深化“北疆文化”内在演进机制的研究
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
设的时代要求衔接好、融会好。唯其如此，才能
不断从内容、形式、载体、方法、手段等多方位加
以改进和创新，进一步激发“北疆文化”内生的
价值引导力和精神推动力，全方位推进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代文
化史研究室主任）

深化“北疆文化”研究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刘中玉

北疆文化论坛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审
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全
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决定》，首次
提出“北疆文化”这一概念。这是一
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和文化领域的新
突破，必将对新时代内蒙古文化的
繁荣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北疆文化”的深刻内涵。“北”是内蒙古的地理方
位，“疆”一指边界，二指极限、尽头。“北疆”是一个地理
概念，与中原、内地相对应，泛指中华大地的北部边界，
是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此推导，“北疆文
化”应该与内地文化、中原文化相对应，专指源起、发轫
于北部边疆的文化，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组
成部分，它们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枝蔓相连、从未隔断，
是主干和枝叶的关系。从民族团结和中华文化传承发
展的角度看，“北疆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文化领域的准确归纳和提炼，有别于一直以来对内蒙古
文化的其他几种提法，比如“民族文化”和“游牧文化”。

与“民族文化”相对比。“民族文化”是一种相对于
“汉族文化”的提法，泛指少数民族文化。而众所周知的
是，内蒙古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地区，历史上曾是匈奴、
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满、汉等
民族聚集的地区。目前，全区 2400多万人口也分属数十
个民族。在这样一个民族大融合地区，个别民族的文化
无法全面代表内蒙古文化。而“北疆文化”的提出很好
地解决了片面性这一问题。北疆是一个地理概念，一定
意义上讲，它服务于内地和中原，属于从属关系，具有拱

卫的含义。因此，“北疆文化”这一提法具有超前的概括
性，更具有时代意义。

与“游牧文化”相对比。“游牧文化”这一提法与“农
耕文化”相对应。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用“游牧文化”
和“农耕文化”的碰撞来描述内蒙古文化的特点，但游牧
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正在被新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取
代，已经不再是内蒙古生产生活方式的主流，内蒙古人
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已经进入现代
化。因此，用“游牧文化”来简单地代表内蒙古文化，用
一种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来区别内蒙古文化与中原文
化显然有失偏颇。“游牧文化”既不能代表内蒙古文化的
过去，也不能代表内蒙古文化的未来。而“北疆文化”的
提出具有相当程度的引领性、先进性，它更开放也更包
容，也具备面向未来的特质，必将引领带动各族干部群
众心手相牵、团结奋进新征程。

“北疆文化”的特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致，
“北疆文化”也具备其显著的特质。“北疆文化”具有多元
一体的融合性。地处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幅员辽阔、横
跨“三北”，内连中原、外接俄蒙，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
内蒙古历史上就一直是多民族聚居区。在古代，是农耕

文明与游牧文明交叠交汇的“滩头”，是不同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热土，是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舞台。众多的氏
族、部落，以及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
契丹、蒙古、满、汉等，在这片土地上往来兴替、繁衍生
息。各民族的互学互鉴、互融互通从未止步，为中华民
族的形成和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西辽河流域的红
山文化到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
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昭君出塞和亲到匈奴内迁归
汉，从汉武帝经略广袤北疆到忽必烈建立大一统元朝，
从“走西口”到“旅蒙商”，长城两边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
交融从未间断，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诞育、形成、
发展和巩固的历史发展进程。“北疆文化”正是在这样的
相互交流融合、多元碰撞中传承发展起来的。无论历史
上曾经有过多少战乱与纷争，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各民
族寻求融合和多元一体的脚步从未停止，这样的历史背
景使得“北疆文化”中的融合性成为文化的主流。

“北疆文化”具有守望相助的统一性。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统一
性，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
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

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
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
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
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
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
民的命运所系”。统一的中国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载体，维系各

民族命运，团结每个个体，凝聚万众一心的伟力。各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
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北
疆文化”建立在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认同上，无论是哪一
个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做主人，抵抗极端恶劣气候、防御
外敌侵略、追求中华民族大一统始终是各时代发展的主
流，是“北疆文化”始终如一的信念。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后，守望相助的“北疆文化”已然成为内蒙古文化的初心
和使命。

“北疆文化”具有奋力拼搏的进取性。北疆地区自
然资源匮乏、气候多风干燥少雨、植被稀疏、植物农作
物生长期短。正因为要改善艰苦的生存环境，这片土
地上生活的人们从来都需要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艰
苦的环境造就了这里的人们自信、豁达、坚韧、以苦为
乐、顽强的性格秉性，才能涵养出包含蒙古马精神和

“三北精神”的“北疆文化”，即“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
达目的绝不罢休”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锲而不舍、
久久为功”的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体现了“北疆文化”
奋力拼搏的进取性。

（作者系内蒙古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 北 疆 文 化 ”具 有 融 合 性 统 一 性 进 取 性
◎曾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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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文化”是内蒙古厚重的历史文化、丰富的人
文资源和多彩的地域特色的生动展现，具有教育引导
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
化观、宗教观的重要作用。

一是要在打造“北疆文化”品牌过程中把牢工作方
向。面对新的使命任务，社科联将着力引领全区社科
界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
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
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我们党强烈文化担当和高度
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是推进文化传承发展和繁荣兴
盛的根本指针；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守好
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
脉；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实现精神上
的独立自主；更加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努力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打造“北疆文化”品牌中作出更多贡献。

二是要在打造“北疆文化”品牌过程中增强研究阐
释的主体性和原创性。要引导全区社科界以构建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为己任，推出一批有说服力、有影响力、体现主体
性、突出原创性的宣传阐释成果、基础研究成果、应用对
策成果。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注重提炼展示中华文明
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以强化中华文化认同为目标，
全方位深入挖掘内蒙古文化资源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元
素；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挖掘和弘扬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进一步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的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自治区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学术贡献；扎实做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典籍整理和阐释工作，使中华优秀文化遗产
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围绕“北疆文化”内涵与特征研
究、内蒙古石窑寺保护与研究、长城历史文化研究、黄河
历史文化研究、西辽河历史文化研究、裕民文化研究等
形成一批高质量、高识别度的展示新时代新文化的研究
成果，全面打响社科界“北疆文化”品牌。

三是要在打造“北疆文化”品牌过程中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
区社会科学普及条例》，进一步丰富供给内容、拓展普及
方式、创新普及载体，提升普及实效。探索面向不同群体
的文化传承有效载体，精心策划常态化普及和“七进”活
动，打造常态化线上线下社科普及工作布局。注重对青
少年的普及工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对青少年普
及的重要内容，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学生心灵、培养
文化自信。引导全区广大社科工作者继续创作更多普及
类精品力作，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恢宏气象。

四是要在打造“北疆文化”品牌过程中培育好社科界
人才队伍。文化传承发展，人才是关键。我们将以培养高质量文化传承发
展人才队伍为目标，立足社科联职能职责，以项目为依托，凝聚培养文明文
化研究领域名家和科研骨干团队；依托社会科学创新平台，培养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建设的学术领军人物和后备梯队；培育一批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上具有重要成果的优质社科类社会组织和学术人才团队；完善人才评价
机制，努力培养建设一支政治可靠、学养深厚、深研细钻、弘毅致远的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理论研究和社科普及人才队伍。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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