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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蒙古民族传统审美观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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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试图通过蒙古民族传统审美观的形成主要涉及的蒙古族审美观形成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背景、民族性格三

个层面，对蒙古民族传统的审美观成因进行简单的分析，进而得出蒙古民族艺术的审美观是对传统萨满教的与佛教文化发

展的基础上，融合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形成的新的内涵与艺术审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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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先民是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恶劣的生存环

境使蒙古民族形成了自由顽强的民族精神，其追求自由的目

标，为其自由顽强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精神保障。蒙古

民族传统审美观受到诸多文化的和自由顽强的民族精神的

影响，蕴涵着北方历代各民族人民的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

体现着蒙古民族人民的向往自由顽强的生命力，传承着蒙古

民族传统的审美观。蒙古民族传统的审美观的形成原因具体

体现在：

    一、蒙古民族传统审美观形成的生活方式背景

蒙古族先民是以游牧为主，游牧的生活是其民族生活

方式的基础，其与民族性格及民族审美有着紧密联系。同时，

蒙古族的审美也与其所处的生活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蒙古

族人们尊重并热爱自然、珍爱生命，适应自然规律发展，蒙

古族的审美观始终以自然为中心。生存意识和繁衍意识也是

蒙古民族自古以来的基本意识，这种意识积累沉淀在各类本

民族的民间美术中，融于蒙古族牧民的衣食住行中，它由原

始社会到今天的蒙古民族文化的延续，是蒙古民族文化中历

史最悠久民族特征、最突出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文化形态之一。

蒙古族传统审美思想中的自然和谐观是其审美观的主

体个性化、自由性的体现，自然塑造了蒙古族的坚韧的、自

信的、自强的、守信的民族性格，使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审

美文化并伴随蒙古族审美观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蒙古

族传统审美观的发展推动者，草原是人们维系民族情感的纽

带，是蒙古族传统审美观持续的保障。蒙古包的搭建、饮食

器具、民间传统风俗习惯、蒙古族女性传统头饰及蒙古袍的

设计制作、蒙古族乐器的制作等诸多方面都展示出蒙古族独

特的民族审美文化，显示了自然与审美的密切关系。“五畜”，

即牛、马、绵羊、山羊和骆驼，其在蒙古族人们心中有着特

殊的地位，在蒙古族象棋中也有马和骆驼的形象。在蒙古族

流传的民歌中着许多马的赞歌、祝词、有趣的故事和马头琴

来历传说，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关于马的节日，马奶节，蒙古

族牧民用鲜马奶祭天、祭地、庆贺丰收。打马鬓节，蒙古族

牧民剪马鬓、马尾、骟公马、打马印的活动逐渐成为春季草

原上的一个蒙古族祈福仪式的节日盛会。蒙古族树立的“苏

力德”，悬蓝、黄、绿、白、红印有九匹昂首奔跑骏马的五

彩旗。用“马背上的民族”来描述蒙古族，是一直保持与自

然的和谐相处最有力的证明，蒙古族的的祖鲁节、祭敖包、

过年、打马鬃、那达慕大会、祭火神等现今已形成了一种

传统的生活习俗。蒙古族服装继承了北方民族特点以长袖为

主，注重服饰的协调和配套，分为日常生活服饰和喜庆节日

的盛装，通过外形、比例、色彩、装饰等体现了其独特的艺

术效果。

二、蒙古民族传统审美观形成的宗教信仰背景

（一）、萨满教对审美观的影响

萨满教在早期社会生活中具有宗教目的和意义，成为

人类精神上重要的寄托而引起人们的崇拜，文化艺术的创造

形成了广泛的基础，并提供了新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的发

展。萨满教触动、诱发和繁荣了动物造型纹样的发展，以鹿

为兽神族徽的图腾文化，是其古老观念的重要表现。从大量

鹿石和动物造型的青铜纹样中，了解到萨满教神秘的造型艺

术所产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普及对蒙

古民族审美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蒙古族的祭敖包是自然崇拜的一种形式，祭祀的神有

天神、土地神、河神、雨神、羊神、牛神、马神等，每年按

季节定期由萨满司祭，祈求人们安宁和丰收。敖包原来是供

祭山神的地方，后来演变成包罗许多自然崇拜内容的祭祀场

所。蒙古民族称女萨满为“敖德根”（“雅德根”），男萨

满为“勃额”，蒙古民族最高的神是被称为“腾格里”的长

生天，在蒙古民族萨满教里流传着九十九个腾格里的传统说

法。蒙古民族先民普遍供奉牲畜保护神，其最早是画在毡子

或牛皮上的，后来发展到将毡、皮、布、木头、石头等材料

制成神像进行供奉、祈求丰收、幸福、五畜兴旺和身体健康

等。蒙古族的祭敖包、祭火神、祭山神等已形成了一种传统

的风俗习惯。

（二）、藏传佛教艺术对传统审美观的影响

蒙古民族寺庙独特的文化风格就吸收、包容了多种文

化因素，蒙古民族基于自身的环境产生的文化艺术，将早期

动植物纹样、云纹（哈木尔纹）、卷草纹以及盘肠纹、如意纹、



67

八结、方胜、兰萨花纹、盘肠纹、法轮纹、八宝吉祥纹样等

图案，普遍运用在寺庙和民俗生活当中，由抽象的动物纹样

发展演变而来的具象的动物图案，更为蒙古民族喜爱并进行

广泛的应用。

藏传佛教造型艺术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

风格，藏传佛教护法神像，其形态奇异而充满神秘。在宗教

和艺术的双重影响下，在符合宗教教义的前提下造型艺术充

分发挥而有别于西藏，呈现写实与浪漫的结合，佛教信徒们

和蒙古工匠们在从将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和寺庙布置的活

动中转移到了对佛教崇拜中，体现在佛教与萨满教结合发展

的内容上。护法神像的艺术创作是草原传播的重要变体，藏

密五部金刚的本尊护法理念，充分的被蒙古族文化所接受。

佛教经典遂成为蒙古民族精神世界的支柱，各地召庙上所表

演的“查穆”舞，这种民间艺术成为蒙古民族精神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

藏族人民有着自己独特的色彩观念，对不同颜色均赋

予了某种不同的寓意、次重和等级，其中最常用和尊崇的主

要有白、蓝、红、黄、绿等。这五色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中

代表五种本源的象征色，其中白色代表云、蓝色代表天、红

色代表火、黄色代表土地、绿色代表水。

蒙古族学者罗布桑却丹在《蒙古风俗鉴》一书中“论年光，

青色为旺，黄色为丧亡、白色为伊始，黑色为终结。因此蒙

古人把青、白两色作为头等重要的色彩来使用。”蒙古族色

彩审美也与宗教有关，喜欢运用青（蓝）色、白色、红色。

青色即蓝色，是天空的颜色，象征着永恒、坚贞和忠诚。

在蒙古族的生活中建筑色彩、装饰图案多采用蓝色，人名、

地名也喜欢用“呼和”即青的意思，“呼和浩特”即青色的

城意思。

白色，被蒙古族视为可敬和真诚的代表，为纯洁、吉

祥的寓意。在蒙古族的生活中招待客人的白食（奶制品）、

表达祝福时要敬献的白色哈达，即表达了蒙古族对客人真诚

的敬意。祭祀长生天要用纯洁白色的马奶酒，蒙古族女性也

将白色的银饰戴在头上，表达了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和对长生

天的感恩，历史上为祭奠成吉思汗修建的“八百室”也是八

座洁白如雪的建筑。白色在蒙古民族的习俗中有事物开端、

开始的含义，如汉语“正月”蒙古语为查干莎拉，查干就是

白色，为一年开始的意思，由此可见白色在蒙古族人们心中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红色，象征着胜利、幸福、愉悦的颜色，在蒙古族

的生活中的红底彩绘木箱、马鞍、绣花毡的红布贴花及各地

召庙的建筑彩绘皆有大量红颜色的运用。红色是萨满教中吉

祥的颜色，代表太阳与人间。蒙古民族尚火，认为红色的火

是太阳的化身可以驱除一切邪祟，因此红色在蒙古民族心里

象征着生命力。蒙古族的女性传统头饰中通过成串的红珊瑚

来表达节日的喜庆，这与中华民族中其他民族尚红的心理具

有共同性。

黄色，当藏传佛教普遍进入蒙古族的主流社会群体，

因其纪念释迦摩尼规定只有僧人与地位高的统治者才可以

使用带有宗教感情的正黄色，同时产生了蒙古社会内部的色

彩等级，成吉思汗将自己的直系称为“黄金家族”，并视为

高贵的、令人尊敬的具有社会地位的颜色，平民只能穿着棕

黄色或棕红色等服饰。

黑色在蒙古族萨满教中象征着恶，萨满教信仰流传着

99 个腾格里，东边 44 个腾格里是给人们带来痛苦和灾难的

黑恶神。黑色在蒙古民族眼中是不吉利的颜色，在蒙古民族

人们多彩的生活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三、蒙古民族传统审美观形成的民族性格背景

在蒙古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一方面，蒙古民族

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用极强的忍耐力来抵御酷热严

寒，其具体体现在民族自信自强、不畏艰难、豁达包容的高

贵品格和勇于开拓的冒险精神上，英雄精神深刻的影响着蒙

古民族，使得其传统审美观具有广泛的、深远传承意义，塑

造其蒙古族特有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自由是游牧民族经

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较显著的特征。对于蒙古民族的

先民来说，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在广阔的地域迁徙

活动，在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中，长调、呼麦、马头琴、潮

尔要由个人来演唱、演奏，英雄史诗要由个人凭借记忆传唱

和发挥，借以抒发感情，所以自由成份促使了独立、自信、

自强、不畏艰难的民族性格的形成。

四、结语

综上所述，蒙古族传统审美观承袭了不同宗教和多元

的文化内涵，成为蒙古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和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和

谐的统一和民族宗教信仰的背景下，通过独特的民族性格形

成了新内涵与审美的特点，使得蒙古族人民形成了自己的独

特的审美观。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彰显蒙古民族的人文精神、独特的审美特点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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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魅

力和时代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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