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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要求，进一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

根植在北疆大地上的优秀文化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

●把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有机结合

起来，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夯实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

基础

●打造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用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讲

好内蒙古故事，做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核
心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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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建萍 李月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
释。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孕
育和发展的亲历者、参与者。地处祖国北疆的西辽河文明
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西辽河文明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阐释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
的历史脉络，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重大问题上，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西辽河流域孕育了发达的原始文明

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其所处自然地理环境的显著
影响。我国地域辽阔，有着多样而优越的自然环境，在丰
富多样的环境中，中华民族的先民创造了多彩纷呈的灿烂
文化。西辽河是辽河的正源，整个水系范围处于大兴安岭
东南麓和燕山北麓的夹角地带，呈扇面形流域。流域内西
高东低，高山、河谷、浅山丘陵、平原、沙地等分布其中，呈
现多种地貌类型。

历史上，西辽河地区生态环境经历了多次变化。据已
发现的动物化石资料可知，大约在距今20万年前，西辽河
流域雨量充沛、草木茂盛，披毛犀、野牛、鹿、虎、野猪等动
物繁衍生息于此。在距今约8500年前至距今约3000年
前的全新世大暖期，西辽河流域地区总体上气候较为宜
人。据调查研究可知，在距今约8000年前至距今约6000
年前，西辽河流域雨量充沛、空气暖湿、湖沼发育、泥炭沉
积。地表覆盖有大面积暖温带夏绿阔叶林和针叶混交林，
灌木、草原也占有一定面积。繁茂的植被以及鹿、熊、牛、
猪等多种动物的生存，为先民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和
丰富多样的食物资源。距今5500年前后西辽河地区又经
历了一次气候的大变化，气温下降，由暖湿转变为温干。
落叶阔叶树种逐渐减少，代之以适应性较强的桦木和性喜
温干的松树，中温性草原占据了低洼丘陵区，出现了夏绿
阔叶、针叶混交林和森林草原景观。

距今4500年左右，西辽河流域出现一个显著的降温
过程，风沙活动不断增强。西辽河下游的温带干草原退
化、逐渐沙漠化并形成固定沙地。在距今约4000年至距
今约3000年间，西辽河地区进入亚温暖湿润期，自然环境
相对较好，森林、草原、沼泽遍布，资源相对丰富。距今
30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进入一个新的降温期，气候日趋
干冷，温带森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

综上可知，西辽河流域自西向东分布的山地丘陵、河谷
台地以及河岸广泛的黄土堆积，在早期暖湿的气候环境下，
滋养了茂盛的植被、种类繁多的动物，为先民的生存提供了
丰富的资源。正是在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距今
约8000年的西辽河流域孕育了发达的原始文明，西辽河流
域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坐标。

西辽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西辽河流域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成为孕育人类
文明的摇篮。至少在距今约12000年至约10000年以前，
西辽河流域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到距今约8000年前，西
辽河流域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目前所知，赤峰地区最早的新
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是距今约8200年前的小河西文
化，主要以半地穴式房屋及素面夹砂陶为主要文化特征。小
河西文化的素面夹砂陶，夹砂颗粒较大，烧制火候较低，陶质
疏松，制陶水平还较为原始。石器中打制石器多，磨制石器
数量少，石球和石容器均具新石器时代早期特色。

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是已经确知的、西辽河

流域最早存在原始农业的考古学文化。兴隆洼文化的代
表性生产工具是打制的大型有肩石锄、磨制的方形石铲以
及琢制的石磨盘、石磨棒等，这些应该是兼用于采集和农
耕的工具。特别是在兴隆沟遗址出土的距今约7600年的
炭化黍粒，为兴隆洼文化存在农业提供了确凿证据。在这
一时期，西辽河流域的土地资源条件和气候条件有利于黍
粟等谷物生长，农业耕作条件良好，先民们在长期与周边
植物接触中通过采集劳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现了对
植物的人工栽培和驯化。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西辽河流
域先民开始建造房屋、饲养家畜、烧制陶器、磨制石器和玉
器，文明因素不断积累，加快了迈向文明社会的脚步，进一
步推动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进程。

距今约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
年代大体相当，是西辽河流域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从考古
发现来看，红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发展水平较高的耜耕农
业，先民们以环壕聚落定居为主要生活方式，具备了识玉制
玉的工艺技能和尚玉崇龙的社会风尚，并出现了以“庙、坛、
冢”为代表的大型礼仪性建筑。红山文化已经在相当程度
上具备了文明诞生的基本要素：即高级技术能力，大型公共
仪式建筑，等级化、复杂化的社会结构。喀左东山嘴祭坛和
牛河梁大型祭祀遗址的综合信息表明，当时社会分工、分化
和分层明显，中心权力阶层已经出现，原始宗教发达，通神
独占成为巫师或祭司控制和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诸多考
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位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在晚期发
生了广泛、深刻的社会变迁和变革，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
的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

西辽河文明是北疆文化与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关系的最佳注脚

北疆文化作为地域性文化的一种，是自古以来北疆地
区各民族在开拓和建设北疆的过程中共同塑造的。地处
祖国北疆的西辽河文明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过程中起
到过重要作用，是北疆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
最佳注脚。从距今约 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约
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西辽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一脉相
承，西辽河流域正处在中国远古社会由氏族阶段向国家进
化的转折点，社会组织、防卫设施、意识形态、宗教礼仪也
正在按照国家的要求孕育、发展，文明的曙光已然出现。

在西辽河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中，其独具风格的平底筒
形罐和“之”字形纹饰及伴出细石器，体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显
著特征。以粟黍栽培为主的旱作农业经过兴隆洼时期的技
术进步和经验积累，至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实现了较大的发
展，制作技术和水平较高的大型掘土类石质工具的出土以及
农业生产工具的成套出现，表明农业在西辽河流域经济社会
生产中占据较大比重。红山文化中大量的玉石龙、黄玉龙和
碧玉龙，反映了中国历史悠久的尚玉文化和崇龙传统，引领
了西辽河流域的社会风尚。2018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公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并指出：“距今5800
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
源迹象。”西辽河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道，成为中华
文明的三大源头。2023年10月，《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
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明确提
出，“将西辽河文明研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自治区党委提出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是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举措。西辽河文明是北疆地区重要
的文化资源，是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文化
遗产和历史内涵。深入研究西辽河文明及其在中华文明形
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进一步认识多元一体中华
文明中的“西辽河元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
历史依据和现实参考。

（作者单位：赤峰学院）

西辽河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作用

□康建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世界范围思
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提
出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内蒙古而言，以高质量文化建设
助推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发挥北
疆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中的凝聚作用，按照“两个结合”的实践要求，探索边
疆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模式。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塑造北疆新形象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
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稳定的精神基因。中华文
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精彩纷呈，就在于它具有求
同存异、互鉴融通、不断创新的特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就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
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
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
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刻领会和把
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
就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方向，在保护和传承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中
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把那些可能
消失的文化形式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加以保存。要加强对各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释，发掘其中的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历史物证和丰富内涵，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提供重要的历史文化依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要健全科学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
机制，做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语言文字和经典文献等
的保护工作。要坚持推陈出新，强化优秀民族文化创新发
展，将其融入时代发展进步潮流之中，推动民族文化始终在
符合国情和时代发展方向的轨道上前进。要推出更多民族
文化艺术精品，着力打造有中华文化底蕴、充分汲取各民族
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精品力作。要搭建平台，持续推
进全国民族汇演和各地区民间艺术展演等活动，鼓励和支
持各民族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定期举办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活动，积
极促进各民族文化艺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多姿多彩的
民族文学艺术和文化体育活动在新时代绽放出绚丽光彩。

北疆文化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孕育成长
的，是内蒙古大地上各种优秀文化的系统集成，体现出鲜明
的地域特点。推进北疆文化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按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要求，进一
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文化根脉、顺应时代
发展，融多元为一体、汇古今为一脉，让根植在北疆大地上
的优秀文化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为提升内蒙古的正
面形象提供有力支撑，为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团结奋进锻
造强大的精神纽带。

赓续红色血脉
夯实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
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
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
海的历史伟力！”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
扬者和实践者，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
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把弘
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夯实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就要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
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深刻认识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缔造的国家，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中
华民族是各民族共有的大家庭，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
大成。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
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
思想基础，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内蒙古地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党组织的民族地
区，内蒙古自治区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建立的，内蒙
古是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内蒙古工作中出现的
重大偏差都是党中央帮助纠正的，内蒙古新时代的发展成
就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和指引下取得的，内蒙古作
为模范自治区模范就模范在听党的话上。70多年前，内
蒙古各族人民就已经深刻认识到，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只有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奋斗、共求解放，内蒙
古才有前途和希望。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内
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

内蒙”“克服困难捐粮畜”“最好牧场为航天”等历史佳话，
赢得了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还要
继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
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提供精神力量。

打造各民族共享的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在5000多年的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用伟大创造精
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凝聚了非
凡的智慧和力量，共同缔造、发展和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伟
大祖国。在这个过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
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
了伟大的精神，打造了各民族共享的政治性强、内涵丰富、
意蕴深厚、接受度高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对中
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最精准的表达。各民族共享的中
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既是依托于中华各民族、各
地域文化中的独具特色的符号和形象，又是各民族共同认
同、共同享有的符号和形象。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
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就是要将最能代表中华文化
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标志性符号完整系
统地表达出来，使之受到各民族的高度认同，成为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重要标识。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和古迹文物等所承载的丰厚文化资源，深化各族群众
对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认知。例如，对春节、
元宵节、中秋节、国庆节等节庆日的认同和共享，对文房四
宝、国画、戏剧、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认同和共享
等等。另一方面，要把各民族最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和形象
提炼升华为全民认同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比
如王昭君、阿诗玛、江格尔等等。我们还要在总结和认识
历史文化符号和形象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从新时代的新文化、新视角赋予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
民族形象以新的意义、新的精神和新的内涵。要对祖国的
山川河流、草原沙漠、传奇英雄、历史故事、伟大精神等符
号和形象的基本内涵进行科学、准确、精炼的阐释，赋予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从而成为各族人民
共建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充分发挥其在
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独特、有效的作用。

在推进北疆文化建设中打造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

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就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广泛吸取各民族丰富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各民族优
秀文艺作品、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历史文物以及风俗习惯
中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物证和丰富内涵，用
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内蒙古故事，做到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断夯实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和情感基础。

加强理论研究与内涵阐释
在传承发展中推动北疆文化繁荣

在传承发展中推动北疆文化繁荣，要紧紧抓住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深入开展区域文化、考古和历
史研究工作，清晰展示内蒙古各民族持续不断交往交流交
融的历史故事。要加强北疆文化的理论研究与内涵阐释，
科学提炼其内涵特征、时代价值，做好对北疆文化的总体定
位，建构起北疆文化的话语体系与理论框架，充分发挥北疆
文化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把增进文化认同的实践要求贯穿北疆文化建设的始
终。北疆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
孕育和发展的亲历者、参与者，是内蒙古地区“多民族、大融
合”历史和现实特质的典型体现。内蒙古拥有丰富的历史
文化资源，长城、元上都遗址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河套灌区
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长调民歌、呼麦等都是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丰
厚的人文资源是内蒙古的名片、更是中国的名片。研究好
内蒙古大地上厚重的历史文化、丰富的人文资源，发挥好北
疆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中的凝聚作用，是推进北疆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

打造新时代的草原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世界文明互鉴
的桥头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
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
精神指引。”内蒙古作为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不仅是商
贸往来的桥头堡，还应该是文化交往的桥头堡。自古以来，
北疆大地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是中国与世
界沟通的重要节点和纽带。从“斯基泰贸易之路”到中原与
草原相连通的“秦直道”“参天可汗道”，再到元代的驿道、明
清时期的“万里茶道”，存在于中国北疆的草原丝绸之路从未
断绝，一直发挥着联系中原与草原、中国与世界的商贸和文
化交往通道的作用。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
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
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推进北疆文化
建设，就要秉持开放包容，打造中国与世界文明互鉴的桥头
堡，让古老的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自治区党委提出打造北疆文化品牌的目标任务，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办好两件大事、奋力书写中国式现
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重要战略举措。在新时代推进北疆文
化建设，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和指引，
实现内蒙古地区丰厚历史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努力书写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蒙古篇章。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北疆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北疆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推进北疆文化建设

●地处祖国北疆的西辽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西辽河文明研究是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深入研究西辽河文明及其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进一步认识

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中的“西辽河元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依据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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