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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蒙古族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神话学根源 
刘文军 

（内蒙古民族大学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要：在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内容中，其核心价值观念就是万物都需要以天地为基点，并尊崇生命同根同源的自然本质现象，在
游牧民族的繁衍与发展中，信仰方面一直都崇尚诚信勇敢的英雄主义，并将经济模式变成动态模式的原动力，并从中找到新生活的
全新理念。蒙古族的深化学根源也会夹杂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年，并以此进行相互的链接与整合。鉴于此，蒙古族的深化
起源就是蒙古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自己的哲学经验以及哲学思想，并充实自己的文化信仰，以此构成他们特有的
核心价值观，并不断推进者今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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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神话能够反馈出远古时代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

互的关系。蒙古族的神话自然观本身就是蒙古人民对于自然最为质

朴的一种敬畏之情，在这样的感情下存在神话意识就会在神话故事

中倡导一种尊重自然、善待生命的情感【1】。蒙古族的人民对于万物

都有灵论的观念并不是由于认知能力的不足，而是在生命伦理的思

想下出现的自然观念。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本身就是由于蒙古族的特

殊生活习惯不断积累形成，由于蒙古族的游牧生活十分常见，在悠

久的游牧文化中，积累形成蒙古族特殊的传统文化内容。蒙古族的

神话文学在此得以发展与演变，并结合了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核心价

值观。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精神一直在蒙古族的神

话文学中占据着推动性力量，并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下不断地创新发

展，在精神因素相互交织的前提下，逐渐变成原动力，以此来创造

出属于蒙古族的神话文学。 

1 蒙古族神话对于蒙古族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蒙古族的神话的来源就是远古以来生活在北方草原的蒙古游

牧民族对于周边神秘自然的自发认知，这样的认知与猜测也是一种

幻想的精神形成。能够说，蒙古族的神话与其他民族的神话起源一

样，都产自人们的童年时代，同时也是原始人类按照自己的心理状

态以及生活经历做出的反馈与设想，能够从中感受出早期人类生活

以及对于生活环境认知的过程【2】。我国的具有悠久的历史，神话故

事不仅能够展现着人们对于自然的欲望，生命的冲动以及对于生活

的美好向往，还会在神话故事的传承中不断反馈着丰富的知识以及

哲理。通过神话故事能够更大程度看出远古时代人们对于世界自然

的探究精神【3】。由于我国的民族数量众多，在众多民族中，各个民

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也就不一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背景

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神话故事的创作，对于原始神话的追根溯

源，可以进行比较分析，这样能够有效地分析出各个民族的传统思

维模式、价值观念以及民族伦理精神等因素。 

蒙古族的文化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都有对宇宙世界的不

断探求精神，同时，这样的精神也是通过神话的方式得以展现的。

就世界起源，民族起源的问题，蒙古族的人民最为原始的思维方式

也从神秘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且，在创作期间还会感受到神秘的力

量无处不在【4】。在以上的情境下，他们对于矛盾采用了视而不见的

形式，态度也较为消极，这样的思维模式在现代人的思维模式中是

不能接受的，所以，现代人的思维模式与原始的思维模式也会有明

显的差别。鉴于此，蒙古族的神话形式对于世界的起源，能够采用

完全不同，相互矛盾的观点融合到同一种神话中，神话的创作在蒙

古族的人民眼中不仅仅是对于世界上所有物质构成的一种文化延

伸，还是一种神灵创世说法的展现。这样的观念都在蒙古族的早期

深化故事中得以突出表达，英雄史诗以及自然崇拜在蒙古族的神话

学中有所提及。蒙古族的创世神话也由于众说纷纭，思维存在差异
【5】。 

首先，从三则潜水深化能够看出，深化并不是单纯的异想天开

和作者杜撰，神话故事的起源问题一直都是真实存在的内容，在内

容中能够反映出人类社会的历史痕迹以及现实状态。对于原始先民

对于神话故事的认识由于当时的认识能力以及自身的生产水平存

在限制，不能如同当前人们所想的社会状态一样，按照自然界本身

的状态进行自然界的探究，只能从神创世传说中找寻自然的秘密。

正因为这样，人们生活在最为原始的文化形式中，从神话本身，展

现出人们对于自然万物的无知，对于自然力量的无力，只能人们通

过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自然的世界以及自己身处的生活环境。 

然后，神话虽然会具有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但是神话的构成

也不是空穴来风。原始的先民神话会也会借助比较具体的物质形态

来对世界的起源进行分析，并且，在其观点方面会结合古代朴素的

唯物论成分，并在其过程中，神话世界的先民思想也不会同当前的

人们所想象的一致，他们认为是一种触不可及的虚幻世界。在神话

世界中，人们会通过自己的意识从感性的世界层面到达理性的世界

层面，能够说，整体的物质世界都在一种神秘的神话世界中。在此

之后，蒙古民族就在自己的民族伦理精神中传承更加高大的“大地

乌尔根”的精神内容。 

最后，神话能够反映出古代素朴的辩证法思想，自然神的系统

能够反映出自然的必然性以及自然的规律。人是在自然的基础上遵

循自然的规律繁衍而成，但是人不仅会具有超越性还会具有创造

性。但是人们对于超越性以及创造性并不是完全绝对的，对于自然

来说，处于相对的状态。能够说，人不能单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无止尽的去驾驭自然力量，人在大自然的面前还是需要自觉保护自

然环境，使得人们与大自然自身的利益能够有所保障，在相对平衡

的循环中就能够保持当前的生态平衡。顺应自然的变化是当前人们

的生存基础条件，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从神话故事中能够感

受到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都是相互依存并达到共生。人与自

然不仅仅是矛盾对立，还存在于和谐统一，自然会给予人生长的养

分，但是也会相对应的给予人们天灾，人一方面需要感激自然的馈

赠，还需要敬畏自然的力量，为了生存还需要适当的开发自然的资

源。所以，这样的关系就是生存辩证法的内容。 

2 蒙古族神话、蒙古族史诗以及汗权思想的英雄崇拜价值

观 

英雄崇拜本身就是蒙古族游牧文化中的中心内容，由于游牧生

产方式在蒙古族从公元前 3000 年-公元前 2000 年就已经逐渐兴起，

并逐步走进英雄崇拜时代【6】。不管是蒙古族的游牧民族、航海民族

或者是农耕民族都具有自己各自的英雄崇拜时期，但是由于游牧民

族以及航海民族一直四处漂泊，在动荡不安的生活模式下更加显得

生活艰辛以及危机四伏，这样使得他们的英雄主义更加的突出与强

烈。从哪个蒙古族的神话传说能够看出，蒙古史诗到《蒙古秘史》

都能够看出蒙古族面对危险能够顽强拼搏，在神话中也能够感受出

对于英雄们的赞美以及对于人物的崇拜【7】。 

2.1 神话中的英雄崇拜精神 

成吉思汗出生在前两千年，当时蒙古族还在与突厥之间发生了

领地争斗，蒙古族的战败，整体的部族只剩下两男两女，在经过千

辛万苦之后，相互配偶并长期在当地进行繁衍，长久之后，便感觉

到地窄人多，所以全体在商量之后决定冲出当前的峡谷，并通过狩

猎的模式做成风箱，架起柴火，他们一路上迁徙到广阔的草原上。

虽然这个传说并不想传统的蒙古族神话传说中所崇尚的精神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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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歌颂，但是也能够感受到故事中人类能够不断克服自己的困

难，并突破自身的懦弱，愿意与命运作斗争，利用自己的双手以及

智慧创建更加美好的生活。在蒙古族中，部落民族优秀的人格的价

值表现就是在克服人性弱点的内容中，只有在生活中具有勇猛无

畏，不怕牺牲掉的品质，才能够拥有战胜困难的勇气，不断磨练自

己的意志。 

能够看出，神话传说以神灵故事作为依托，不仅能够展现出人

们对于周围世界的渴望之情，还能够通过对于改造世界的自我幻

想，借以英雄崇拜精神来表达对于世界探求的精神，展现出人们凭

借自己的能力以及创造力不屈服于自然以及命运的安排，通过生活

中的真实感受来展现出人与自然环境相互抗争的精神。从该角度也

能够看出，神话的叙述本身不会偏离实际的生活，纯粹都是编造以

及杜撰，也并不是完全超乎人类的实际能力以上存在的超自然生活

行为。神话的起源都是原始先民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去感受世界并理

解世界的一种模式。神话的本质也就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缩影。神话

故事就是原始人类按照自己的心理感受、生活经历以及自然界的原

始状态最初的设想以及判断，能够说，神话看似高大，但实际上异

常真实。 

2.2 史诗中的英雄崇拜 

在蒙古族的文化生活中，英雄史诗文化更加能够突出表现蒙古

人民由衷并爱戴的英雄人物，特备是关注到英雄人物本身的品格塑

造以及精神培养。在蒙古的游牧文化中，力量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

代表着财富以及权力，该标志能够看出民族文化的中心是从神话中

对于虚拟英雄的崇拜逐渐转变成为对于现实生活中世俗英雄的崇

拜之情，人们的关注点从之前的虚拟回归到现实生活中的部落英

雄，并对英雄精神进行赞美以及弘扬。其实神话故事中英雄是虚拟

世界的人物往往起不到现实生活中世俗英雄的崇拜以及敬重，从故

事的变化能够看出人们在逐渐摆脱传统的神灵束缚，走向独立与成

熟，也能够感受到人们真正自我以及虚拟自我矛盾的不断转换，这

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就是人们在逐渐从不成熟、幼稚的自我

思维中走向理性以及成熟的历程。 

2.3 汗权思想中的英雄崇拜 

在蒙古族萨满教的思想上形成的神权主义以及汗权思想在蒙

古族人心中已经占有了根深蒂固的影响意义，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

来说，蒙古族一直都在信天命论。《蒙古秘史》从开篇就开始从统

治人间、执掌王权的角度认为王者就是奉着天上的使命来到人间

的，所以，就会对成吉思汗为代表的人物进行全族崇拜，逐渐代替

了上期的史诗英雄。 

从封建阶级的维护政治统治的合理化为基础维持后续长期统

治的政治需求，《蒙古秘史》富有特别浓重的唯心主义观念，并带

有君权神授的思想，在《蒙古秘史》中，用大篇幅的内容渲染了成

吉思汗手握血块的勇士精神。虽然在成吉思汗的身上还有很多缺陷

与不足，但是，整体“英雄形象”还是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在蒙古

族的文化中，成吉思汗不仅仅英勇善战、胸怀大志，还能够跟随时

代的潮流与发展，找寻到历史的发展契机，使用灵活多样的战略模

式结束了部落之间的纷争。所以，成吉思汗被称之为天之骄子，这

不仅仅是蒙古族的精神支柱，也是封建统治阶段以及政治道德要求

相互结合的英雄理想人格品质。但是所有的集合蒙古族的观念中并

不认为是成吉思汗自身的努力，而是天神赋予给成吉思汗的能力。 

3 践行万物都有灵，生命同根的神话意识 

蒙古族的游牧民族对于万物都有灵，崇敬生命的神话意识以及

生态伦理观念都会融合到蒙古族的神话传说创作中。古来的万物对

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有这自己的方式，也能够具备积极且深远的作

用，蒙古族的民族在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中，长期的游牧生活都能

够感受到大自然是万物的根本，也是人类的生存之本。在蒙古族的

人民眼中，世界上的所有江海湖泊、山川草木都有生命，也都有灵

魂，都是大自然给予的赏赐，不能在生活中被随意的破坏【8】。所以，

蒙古族的追求一直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能够说，万物都有

灵性在发展阶段虽然会具有一些的封建迷行，但是也不会丧失缺乏

科学、合理的生命伦理观念。这样的生命伦理都能够将天地与人之

间处在一种相互和谐的模式，并在变化发展中能够形成统一的体

系。不管是宇宙苍生或者世间万物都是从自然界的天地安排不断繁

衍发展，并发展壮大，使得宇宙苍生以及世界万物都能够在自然界

的发展中得到繁衍与壮大【9】。随之而来的就是顺天意、尊天命、敬

畏自然、保护自然的感受，使得蒙古族的游牧人民能够在历史的变

迁中不断践行自己以及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规律，并在这样的生存

体系下感受到蒙古族游牧人民对于自然秩序以及自然规律的发自

内心的崇拜以及敬仰。这样的观念使得游牧民族能够从心就不断树

立起“生命同根同源”的原始思想。比如，蒙古族游牧民族属于四

季放牧，不断迁徙的生活模式，在这样的生活模式下就是敬畏生命，

顺应自然的规律以及变化，并在发展中能够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处，达到可持续利用资源并有效地达到生存发展的方式方法【10】。畜

牧在放羊的情况下，可以产生丰富多样的植物，也能够按照不同的

季节以及草场放羊模式，充分运用到草原的资源，提升牲畜本身的

抗病能力，这样也能够使得草原上的所有生物能够具有修养的时

间，并能够有开枝散叶的机会，规避出现草场沙化，植物枯竭以及

物种灭绝的情况产生。 

草原游牧民族就是在共生的自然环境下，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原则进行生命有机自然观的呈现，在草原游牧民族的眼中，自

然也与人一样需要和谐友善的相处，并且还需要相互之间的关爱与

呵护【11】。在大自然的整体环境中，万物与人类一样都有自己的生存

法则以及生活规律，并且，在这样的前提下还会存在相互依存，相

互依赖，互相促进的发展关系。在蒙古族人与动物的关系就是出于

一种相互共生的模式，人类依靠动物生活，动物依靠人类的帮助。

在草原上这样的情况十分平常，但也是一种十分感人的场景【12】。在

草原游牧民族中对于草原，对于草原上的生命都在不断地呵护与关

爱，并且，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行为，并不是像古代人们所幻想的是

由于自然或者神秘原因产生的恐惧心里，而是在当前共存在状态下

兼顾到生命伦理意义的有机自然观【13】。 

在蒙古族游牧文化中，万物都会有神灵作为保护，这样的保护

力量出自萨满教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在文化的传承方面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虽然民间宗教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物本身的

相互联系其解释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不科学合理的内容，但是在文

化的传承中云慢的内在价值有目共睹，他的作用也在当前的文学界

具有强大的科学价值以及经济价值【14】。蒙古族的牧民对于生命的含

义有着自己的理解，草原在蒙古族牧民眼中就是生命的源泉，其他

的生物也都会依靠草原生存繁衍后代。所以，对于蒙古牧民而言，

最为珍视的就是草原的生命。他们在生命终结之后也会选择天葬而

不是土葬，在他们眼中土葬会破坏到草原本身的自然循环，而天葬

则能够使得人们回归自然，只有在天葬之后，草原上的万物才能够

更快的升天，然后重新轮回并回归到自然地怀抱【15】。 

结语： 

蒙古族的神话内容本身就起源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核心价值

观，蒙古族的深化以及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都会有相互之

间的联系，并由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处于践行动态经济

模式的原动力，在蒙古族的发展中不断创新其生活理念，并推崇英

雄主义的精神，能够以博大的胸怀以及宽广的胸径看待生命的起源

与消失。游牧文化中能够的自然观本身就是崇敬自然，管理自然以

及归回自然，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能够达到和谐的关系。这样的观

念是由于蒙古族就是游牧民族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精神结晶。在这

样的文化背景下，蒙古族游牧文化在神话学的视角下有着自己特殊

的韵味，也正因为如此，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一直在文化的长河中占

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当前，由于资源危机已经不断提高，在生

态环境危机的背景下就是由于人们对于自然的过度开发以及过度

挥霍导致的结果，所以，在当前的发展中也需要关注到生命原则以

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神话故事的分析中，感受到自然地力量，

从蒙古族的游牧文化入手，不断突出自然之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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