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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游牧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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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蒙古是早期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是蒙古族游牧文化

产生的摇篮。游牧文化是蒙族族特有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也是

与生态环境相适应所形成的思想观念。蒙古族游牧文化，是逐水

草而迁徙，适应自然环境而驻牧，其所创造出的独特的历史文明，

对中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文明都有着深远影响。对此，文章从

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形成出发，阐述了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特点，并

在此基础上蒙古族游牧文化变迁的具体表现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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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智慧的蒙古民族，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一代又一代地繁

衍生息，在长期的游牧生产中，蒙古族人民逐渐领悟到大自然是

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生物赖以生存的摇篮，人类与生态自然

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游牧逐渐从形

而下的生存需求发展为形而上的精神文化。

生态智慧始终存在、贯穿于蒙古族人民生产生活、文化艺术、

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蒙古族游牧文化始终尊崇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处，他们敬畏苍天大地，与生俱来就有着热爱生态

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遵循自然规律、保持生态平衡是蒙

古族游牧文化的精髓所在。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自然、政策、经济、文化等多种

因素的推动下，蒙古族游牧文化也逐渐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呈

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对此，本文站在时代发展的视角，对蒙古族文化特点及其变

迁展开深入剖析，旨在充实蒙古族游牧文化理论研究，以更加辩证、

发展的眼光审视蒙古族游牧文化的时代变迁。

一、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形成

就文化内容而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农耕文化倡导通过劳动、斗争对自然进行改造，其本质在于通过

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不断斗争、相互博弈而生存、发展。

而游牧文化则主张人类应该崇尚、尊敬、依赖、顺应自然，

与自然相融相和。因为，良好的自然环境是畜牧业赖以发展的基

本资源与基础条件，游牧业的发展机制与大自然是相互适应的，

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适应自然是蒙古族的一种观念本能。

游牧文化是基于游牧生产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涵盖了包括蒙

古族人民特有的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游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文学

艺术、哲学宗教、风俗习惯等多个要素。

勤劳智慧的蒙古族人民集游牧文化于大成，是游牧文化领域

中最具代表性的种族。蒙古族人民主要分布于蒙古高原，那里东

起大兴安岭，西抵阿尔泰山脉，南到阴山山脉，北至萨彦岭、肯

特山、雅布洛诺夫山脉。

蒙古高原的不部分地区都是古老的台地地形，仅在高原西北

区域存在地方山地，而在高原东北部，则以广阔的戈壁为主，在

高原中东部，地形主要以丘陵为主。蒙古高原气候属于典型的温

带大陆干旱、半干旱型，常年降水稀少，与中原地区相比，夏季

相对短暂，气候干热，而冬天却漫长且寒冷，年、日温差都很大，

日照充足，常有风沙。

蒙古高原的植被以旱生低温草本植物为主，其地理环境在发

展畜牧业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独特的地理环境与自然资源，孕

育了匈奴、乌桓、鲜卑、契丹、蒙古等多个游牧民族，是游牧文

化形成、发展的摇篮。

13 世纪，蒙古族首领忽必烈扫灭了南宋，统一了中国。自此，

蒙古高原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民族混战、部族纷争的历史，蒙古

族人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随着蒙古族进入中原，他们在不断继承、弘扬、整合、发展

草原传统文化的同时，广泛吸收包括儒家、伊斯兰教、佛教等多

元文化，促进原有草原文化的不断充实与完善，从而逐渐形成了

蒙古族游牧文化。

二、蒙古族游牧文化特征

蒙古族游牧经济是依赖、顺应生态环境与自然气候，而开展

各项生产生活活动的。所以，游牧经济存在较大的流动性。正是

由于这一原因，居住于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民，其在居住环境、

饮食习惯以及穿着服饰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趋同性，而这也

是游牧文化特点的具体体现。

（一）人居环境

建筑往往能够最直观地反映不同地域文化特征。具体来说就

是当地的气候条件、自然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会直接影响到当

地居住物的具体形式。

在匈奴以来，毡房始终是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的主要

居住形式。从外形来看，毡房的形状所差无几，且大多为木质框

架结构，外面覆以毛毡或动物皮毛。这种居住形式不仅外形美观，

且便于携带，非常适合于游牧民族居住，考古研究证明，游牧民

族所居住的毡房是由鄂伦春族人所居住的“仙人住”以及鄂温克

人所居住的“地害子”发展而来。

（二）交通工具

蒙古族亦被人们称为“马背上的民族”，作为游牧民族，由

于其生产、生活方式的特殊性，牛、马、骆驼便成为了他们生活、

迁徙、行军的主要交通工具。马在游牧文化中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蒙古族始终将马视为他们的崇拜对象。

在蒙古族民众看来，马不仅聪明，且非常通人性，他们爱马、

护马，视马如命。马匹不仅是蒙古族民众财富的象征，更是他们

的精神寄托。

在蒙古族的很多祭祀活动中，都会以马为祭品，向祖先的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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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献马，关于这一点，匈奴墓陪葬物中所发现的大量马具与马的

遗骸就能够充分证明。

正因为此，在蒙古族的民族传说中，关于马的故事非常多，

而这也是游牧文化所特有的。

（三）生活用品

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其生产、生活用具、器具大多

为木制品。蒙古族民众逐草而居，一年四季多数时间都在游牧，

因此，他们所使用的家具、器具重量都不宜太重，体积都不宜太大。

基于以上两点，木制生产用具与家具便成了他们的首选。

首先，由于游牧民族居住地点并不固定，使用木制生产用具

和家具，在迁徙过程中更便于携带与搬运。

其次，在迁徙过程中，器具的磕碰是在所难免的，选用木制

器具，不仅结实耐用，且更抗摔击，即便发生损坏，也易于修复。

第三，用木制容器盛取食物，不易变味，更有益身体健康。

第四，木制器具取材方便，制作工序简单。

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所使用的器具在制作工艺、材料

质地甚至名称等各方面都大同小异，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还是在于蒙古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与其他客观因素。

（四）衣着服饰

蒙古族传统衣着服饰大多以动物的皮毛制作而成。上述讲到，

蒙古高原地区的气候特点为冬寒夏凉，人们的衣着服饰的首要要

求就是保暖。有句谚语真实地描绘了蒙古族游牧民的生活：“自

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其裘。”

到了冬天，人们都会带上动物毛皮制作而成的帽子，身上穿

着皮衣皮裤皮靴，即便到了夏天，由于蒙古高原地区天气不稳定，

在野外经常会遇到暴风雨，因此，他们在外出时，也会带上厚实

保暖的衣物。而且动物皮毛制作而成的服饰，不仅保暖性能好，

还能为人们抵御寒风，适合在任何季节穿着。一件皮衣不仅能够

穿在身上，抗风保暖，还能在人们休息时当做铺盖，可谓一一物

多用。

蒙古族人们所穿的皮靴具有尖翘、底平、筒长等特点，穿着

这样的靴子，人们在骑马时不会被马镫套住脚，而且在行走、放

牧时，能走得更稳，不易栽跟头，且皮质靴子保暖性能更好，能

够有效保护小腿及脚部不被蚊虫叮咬。而蒙古族在衣着服饰方面

所呈现出的这些特点，都是他们主动顺应自然条件的结果。

（五）饮食文化

蒙古族的饮食主要为肉食和奶制品，这是由他们独特的生活

方式与生产模式所决定的。由于蒙古高原常年昼夜温差大，气候

寒冷，而肉食与奶制品中所包含的热量与蛋白质都相对较高，能

够为人们的体能消耗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因此，更适宜蒙古族

食用。

此外，肉食与奶制品都具有耐存储的特点，像奶酪、奶豆腐等，

将其晒干后，存放得当的话，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而像酥

油之类的食物则能够存放更长时间。

从秋季开始，蒙古高原便进入严寒期，植被会被冰雪覆盖，

遭受风雪的夹击。在这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牲畜都无法积存脂膘。

每到冬季，人们都会宰杀部分牛羊，为漫长的寒冬准备充足的肉食，

并将这些肉食装入牛肚或羊肚这一“天然保鲜膜”中，经过天然

制冻后，存放起来，供冬季以及第二年的春天食用。

（六）善待自然

蒙古族人民崇尚自然、善待自然，他们不会蓄意破坏自然界

中的任何花草树木。对于蒙古族人民而言，所有的花草树木、山

川湖泊都是大自然赐予的，它们与人类及其他生物一样，是有生命、

有灵魂的。人们现在所能享受大的幸福、安定的生活，都是因为

受到了树神、山神等自然神灵的保护。

所以，没有得到神灵的许可，人们不能随意砍伐树木、折断

树枝、破坏花草等。如果的确需要刨坑挖洞、砍伐树木，在此之

前都要看过风水，接受指点，精心挑选良辰吉日，举办相应的仪

式才能进行。如若不然，则可能会伤害地神的神经、切断地神的

脉搏，严重者甚至会导致天灾人祸。

此外，蒙古族人民还严禁向水源中丢弃脏物，不允许在水源

中洗手、洗脚、洗澡或者洗刷其他不干净的物品。在他们看来，

水是人类的生命志愿，是神灵的血脉。

在游牧文化中，上到耄耋老人，下至年幼孩，都会严守忌俗，

珍爱水源，保护生态环境，通过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谋求长远生

存与发展。

（七）爱护动物

自古以来，蒙古族人民不仅崇尚自然、珍爱自然界中的花草

树木，对于自然界中的各种野生动物更是倍加保护与珍惜。蒙古

族虽然历来以游牧经济为主，但是狩猎文化同样是游牧文化、民

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部分时候，人们狩猎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谋生，而是保持生

态平衡的一种手段。在特定的季节里，进行小规模、小范围的野

生动物捕猎活动，能够有效调节野生动物过多的问题，从而维持

生态平衡。

当然，蒙古族人民不会以此为借口，对野生动物进行贪婪地

滥捕乱杀。他们会严格遵守不猎捕领头动物、处于生产期的动物、

处于母乳期的动物以及处于生长期的动物幼崽。在进行捕猎活动

之前，他们还会举行相应的仪式，祈求动物守护神的恩准。

正是蒙古族人民的这种传统自然观，不仅有效保护了自然环

境，对于后世的影响与熏陶也是非常重要的。草原是游牧文化形

成并发展的根基，草原孕育着蒙古族的一切生灵。人们爱护自然、

保护动植物，维护草原生态平衡。实际上，这也是对自身的一种

保护，人类与自然是相互依存，互为整体的，只有二者和谐共处，

才能得以繁荣发展。

三、蒙古族游牧文化的时代变迁及其原因分析

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变迁具有辩证性，具有时代性的。1871 年，

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原始文化》

中提出了文化的明确定义，“文化是人们作为社会成员，在体力

或脑力活动中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以及习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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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能力与习惯的复合体。”由此，我们可以将蒙古族的游牧

文化视为蒙古族人民对游牧生活、生产方式的时代传承、地方性

生产知识、对自然神灵的信仰、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

随着时代的变迁，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也在与时俱进，而这也

是文化具有适应性的结果。文化变迁是指“随着民族社会的不断

发展以及各民族、各部落之间的相互融合与渗透，而引起的民族

文化系统在内容、结构、风格以及模式等多个方面的变化。”从

适应论与整合轮的角度分析，引起蒙古族游牧文化产生变迁的因

素主要可分为自然与社会两方面。

（一）自然因素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法国人类学家、

民族学家、社会学家马赛尔·莫斯在《礼物》中详细描述了他对

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部分民族生活方式的考察情况，其中写

道：“这些居住在沿海地带的民族，他们以捕鱼为生，极为富

有……”，而列维·斯特劳斯则在《忧郁的热带》中阐述了当地

群族生活与气候、生态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生态环境是物质文明发展的必要基础。社会生活会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蒙古族游牧生产方式的劳动对象、

劳动资料大多源自自然。

上述提到，蒙古高原平均海拔在 1000 以上，气候为典型的大

陆性季风气候，每年有 80 天－ 150 天的无霜期，草本植物分布面

积广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

所找到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他们的生产、

生活方式以及所生产出的产品，自然也就各具特点。”而蒙古族

的游牧生活的突出特点便在于他们会随着季节的变化、水源的情

况以及草场情况而迁徙。

除了受地理因素的影响，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也在很大程度

上推动了蒙古族养游牧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首先，游牧文化的缘起在于人类对动物的支配。“最佳觅

食理论”认为“推动驯化的首要原因在于自然资源的不断减少、

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当可供人类利用的野资源不断减少，人

类只能继续扩充食谱，将一些低能量回报的动、植物纳入食用

范围。”而文化生态位构建理论认为“资源丰富、来源稳定的

地区更适宜生态位构建活动的开展，通过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

融合，实现对动物的驯化。”最佳觅食理论与文化生态位构建

理论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源量进行了界定，但是都体现出资

源的变化在动物驯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突出了人与环境之间

的互动。

人类通过观察、关注自然资源的变化情况，从中了解、掌握

驯化自然、利用自然的方法，使得自然资源顺其自然地融入人类

生活。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是当地人们与生态环境以及生存发挥需

要，相互适应而形成的结果。

（二）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主要包括政策、经济以及文化三个方面。

1 政策因素

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生产方式的调整等因

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游牧文化的变迁。而政治因素对蒙古

族游牧文化变迁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政策的变化方面。自解放至

今，内蒙古自治区先后实行了公社大队体制、牲畜承包制以及草

场承包制，此后，针对草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实问题，国家

又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快畜牧业发展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

草原法》《国务院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一系

列旨在改善草原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在自治区层面，通过实施

禁牧、休牧、轮牧、舍饲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内蒙古自治区逐渐

实现生态畜牧。

2. 经济因素

随着游牧文化与其他文化形式的不断分化与整合，蒙古族人

民逐渐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方式，转而实行农牧结合的生产模

式，这也是蒙古族游牧文化变迁的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表现形

式。据史料记载，早在匈奴时期，农牧结合生产模式就以出现。

而随着生产模式的调整，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产生了

文化的涵化，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脱下蒙古袍，衣着服饰逐

渐汉化，而传统服饰则演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只出现在重大节庆

活动中。

3. 文化因素

生产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工具，在推动蒙古族游牧生产生活方

式的转变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蒙古

族人民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陆续引进了马、黄牛等动物，用在

生产、交通、祭祀等活动中，极大了推动了游牧文化的变迁。此外，

蒙古族人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样是影响游牧文化的形成与变迁的

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双权一制”政策的实施，游牧文化最初崇尚的“天人合一”

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而“资本精神”与游牧文化所倡导的“集

体合作精神”的相互融合，也使得蒙古族人民的价值观念更具多

元性。

四、结语

总之，任何民族文化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接

纳新的文化元素，进行文化的分化与融合。但是其主流文化的主

导地位并不会动摇。我们应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蒙古游牧文

化的变迁，在积极继承传统游牧文化的同时，推动游牧文化的时

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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