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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蒙古马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崔莹莹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010070） 

摘要：蒙古马精神发源于草原文化，是草原人民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精神的形象表达，体现了草原人民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蒙古马精神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间体现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从现实的人出发，

以历史发展形态的眼光，探究历史维度下人的发展规律，人与人之间除了通过生产结成关系，还通过更深层次的精神认同相互联接，

从而成就不同历史阶段的共同体。传承蒙古马精神，对蒙古马精神体现出的民族意识进行良性调控，理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

精神秩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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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

们的民族工作取得巨大成绩，如何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之间充分的交

流交往交融，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关键。内蒙古地区作为土地面积约占民族自治地方面积的

20%、人口约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24%、边境线约占民族地区边境线

22%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备受关注。尤其是以“蒙古马精神”为代

表的草原文化是草原人民共同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草原人民吃

苦耐劳、一往无前精神的形象表达，体现了草原人民内心深处的精

神追求。同时“蒙古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探索蒙古马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理顺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的精神秩序，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

大。 

一、蒙古马精神的内涵 

蒙古马作为较古老的马种之一，它的祖先是蒙古野马，通过长

期的演化，成为今天的蒙古马，蒙古马凭借着它的力量、速度等生

理优势逐渐成为游牧民族生存、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

草原民族图腾和文化的象征。蒙古马在草原人民的生产生活中扮演

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最早蒙古马作为一种生产工具，深度参与了草

原人民的生产实践，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蒙古马被草原人

民赋予了一种精神性的象征，同时这种精神也是草原人民在探索和

改造外部环境实现自身发展所体现出来的重要精神品质之一。 

在北方少数民族发展史上，因地域的局限，多数少数民族是游

牧民族，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与土地肥沃的中原地区即以农业文明

为主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而蒙古马肩负着帮助北方游牧民族转

移牧场、寻找水源、开疆拓土等重要任务，只要接受任务和指令，

就无所畏惧、勇往直前。[1]”蒙古马的这种品质和精神是在长期的

生产实践中，人驯化工具和工具为人服务的磨合中锻造的，这与北

方游牧文明息息相关。同时，草原人民赋予了蒙古马品性以特殊的

精神内涵，使蒙古马自身固有的品质与草原民族的精神文化紧密相

连，形成蒙古马精神。蒙古马精神就是在特定的草原生态环境和长

期的游牧变迁、多民族交往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基本内涵概括起

来包括四个方面：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甘于奉献、忠于职守。 

蒙古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蒙古马与其他马种最大的不同就

是蒙古马因特殊的物种基因加之生存环境的严苛，使得蒙古马具有

超强的耐寒、耐旱、耐力强等品质，所以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蒙

古马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毅力。同时，蒙古马的战斗力极强，且对环

境和食物的要求极低，无论严寒还是酷暑它们都能在野外生存，蒙

古的军马就像士兵一样，能够带兵急行百里而不感觉疲倦，可以日

夜兼程。蒙古马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精神，伴随着内蒙古发展的

各个历史时期。在革命战争年代，草原上的“轻骑兵”，作为内蒙

古地区的革命力量立下丰功伟绩。骑兵的特点被蒙古马体现的淋漓

尽致，快速、机动、灵活、勇猛，为了目标可以用其特殊的走马步

伐日夜兼程、长途奔袭，内蒙古轻骑部队为解放战争做出了历史性

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响应党的号召，承担了国家“一

五”期间，156 个大型建设项目的包钢和两个兵器制造厂的任务，

发扬“蒙古马精神”，坚持不懈、埋头苦干，汇聚了一代又一代人

的力量建设内蒙古；在改革开放时期，内蒙古地区率先实施草蓄双

承包责任制，成为全国农村率先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省份之

一，实现了农牧区生产方式的变革，解决粮食自给问题。随着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入，内蒙古地区不断释放创新活力，涌现出一批新技

术、新产业、新项目，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伴随着蒙古马一往无前

的精神，内蒙古地区也正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持续发展。 

蒙古马甘于奉献、忠于职守。蒙古马通与人性，非常忠诚，能

主动承担无风险，在蒙古民族的史册中，没有一个英雄是离开马背

建立丰功伟业的。马是游牧民族不会说话的“战友”，彼此信任，

基于这样特殊的感情，人与马之间形成了在民俗习惯、原始宗教、

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诸多文化现象。从古到今，很多文学艺术领域随

处可见以马为题材的作品，比如在内蒙古区域的岩画中展现了各种

不同姿态的马的形象，游牧民族及其祖先与马分秒不离，成吉思汗

带领的勇士全部都是骑兵。蒙古马作为游牧民族的亲密伙伴，无论

面对怎么样艰难险阻，都有一种默默坚持、无私奉献的品质，这种

品质也激励着一代一代内蒙古各族儿女，无论在多艰难困苦的环境

下，都可以做出牺牲、恪守职责，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曾在 1959

年至 1961 年，我国连续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时期，三千孤儿入内

蒙，在蒙古族同胞的关爱和照料下，一个一个幼小的生命得以延续、

茁壮成长，才有了“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三千孤儿入内蒙

的佳话。 

可见，蒙古马不仅是游牧民族的伙伴、战友，也是蒙古族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马精神作为游牧文明意识形态，是民族文化

精神的代表，这种精神不仅属于内蒙古大草原，更属于中国，是中

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下，任何一

种精神或文化均是由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游牧民族也不例外，游

牧民族在其特定生产关系下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蒙古马精神，是草

原人民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草原人民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探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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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现实的个人提供更优质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所展现的一种精神

品质，其最终旨归也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人的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实践为前提的存在 

“共同体”一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它源自于古希腊语

“Koinonia”，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最早揭示了

“共同体”的哲学涵义，但在古希腊人们多是在城邦（Polis）意义

上谈论共同体。马克思讲：“人类的社会历史始终是他们个体发展

的历史。[2]532”“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

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3]199”马克

思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谈论共同体，“现实的个人”是实践着

的个人,同时也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生活着的具体的个人，“现实的

个人”在满足通过物质资料的生产形成人赖以生存的根基的基础

上，通过政治、社会、精神、文化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的交往、

休闲和发展等需求。马克思是以现实的人、实践和社会关系等为基

本内容，从历史发展形态的角度，展现出历史性维度的人的发展规

律，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共同体，不仅仅是一个精神范畴，而

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的、与个人发展不可分割的人类生活方式。马

克思从实践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与人类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利益问

题，实践被认为是人的存在方式，这种实践即包括物质生产实践也

包括精神生产实践，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在物质生产

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对以实践为基础构建

起的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因为，人是身体和精神的统一，作为纯

粹肉体存在的人是自然的产物，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但作为精神存

在的人是文化和精神的载体，人能够凭借在自然界独有的人类精神

和人类文化超越其存在的自然状态，能够以充分的意识研究他存在

的世界，并改变世界以符合他自己的目的。所以，人按照他自己的

“意识”来研究和改变世界，这彰显了人的精神对存在的巨大反作

用，也创造了一个仅仅属人的文化精神世界。所以无论是作为个体

存在的人（即个人），还是作为群体存在的人（由个人组成的民族、

团体、组织、机构等），都必然会被深深地打上精神的烙印。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人们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思索和感悟，创造

了指引人的发展、慰藉人的心灵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在文化认

同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寄托和精神归属，是由中华大地上的 56 个

民族共同构筑的。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超越性的存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人在精神层面进行的主体性创造，是一

种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也具有相对独立

性，表现在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与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不完全同

步，有先进的社会意识，也有落后的社会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意识，它预见了未来社会的发展，并指导实

践，改造现有的社会存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充分肯定了先进

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即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

存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往往有着

不同的精神理想和价值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人们创造的

文化世界和价值世界，在增强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注重文化交融、

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它

为人类未来的社会形态提供精神支撑，所以具有超越性。 

四、传承蒙古马精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传承蒙古马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实就是从社会

意识的角度探寻如何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对“共同体”

认识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人们在不同时期虽然对于共同体的概念

有着不同理解，但是毫无例外它们之中非常重要的共同要素就是

人，共同体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的问题。“‘人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如

何成就人的存在’这一命题也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

创立和发展的全过程，而“共同体”则是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与马

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的关联概念。[4]”从马克思

共同体思想出发看传承蒙古马精神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体现出的是特殊和普遍之间的关系，它们即有一定区别又关系十分

密切，诚如庄子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

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蒙古马精神作为内蒙地区草原人

民的精神财富，是草原人民在追求自身更优质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展

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品质，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则是把各族人民

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创造的社会意识中某些优秀的精神品质整合

在一起，形成多元一体的精神文化格局。由特殊上升到普遍，把人

与人之间除了通过生产结成的关系，还通过这种更深层次的精神认

同联接起来，从而去成就不同历史阶段的共同体。既然作为“现实

的个体”，我们的存在方式都是实践，我们的目的都是去寻求人的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那么就要认清这种不同民族各自的精神品质与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间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才能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56 个民族共同构筑的，“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是各民族在继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守正创

新形成的，所以少数民族不仅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创造者，

也是拥有者。[5]”这种精神家园的“民族共有性”，要求我们必须尊

重、吸收、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守护好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同时，各民族也要认清国际国内形式已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正处

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之重任，

所以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

传承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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