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44 

民族融合背景下阜新地区察哈尔历史、风俗文化 
白桂芹 

（辽宁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辽宁  阜新  123000） 

摘要：秉持 “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方向。借助高校平台、地方资源优势，发挥专长，为地方历史文化挖掘、保护、
传承，从风俗习惯、礼仪规范、文化教育、与人为善等方面，展示“察哈尔文化”在辽西大地上的支脉和延伸，展现其当下的现状
和光明前景，现就阜新察哈尔文化的历史文化渊源、悠久的传统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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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 “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宗旨，借助高校平

台、地方资源优势，发挥专长，为地方历史文化挖掘、保护、传承

尽一份力。地域文化，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

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地域文化的基本属性：一是独特性。任

何文化都是地域性的知识体系，只是不同的文化涵盖的范围不同。

二是传统性。文化是历史性的产物，文化的形成源于人类长久的发

展和积累。三是多元性。地域文化的内涵、表现形式等都不是完全

同质的。四是界限的模糊性。地域文化和区域文化有联系，也有区

别。明末清初，察哈尔蒙古族人民来到这里，在广阔的草原上驻牧，

从而形成察哈尔文化、皇家牧场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一度成为阜新

地域的主流文化。悠久的历史和特定的地域，孕育了灿烂的察哈尔

文化和多彩的草原文明。从察哈尔部族的历史及其社会变迁考察， 

察哈尔文化的历史基础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成因： 一是以蒙

古族为主导， 转变为蒙汉等多民族的共同开发创造； 二是由单一

的草原游牧经济转变为农牧并存、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三是由于

文化上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而形成的鲜明的地域特色。 在文化上由

于受制于清朝，崇尚信仰佛教，显然受到满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

响较大， 加之与中原农耕地区毗邻，受汉文化影响也颇深，所以

又呈现出多元化特色。 

阜新地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地域。夏朝到清朝初期，阜

新地域虽然有来自中原的汉族人垦荒农耕，但大多年代是少数民族

的游牧地，有山戎（匈奴的一支）、东胡（东胡族系包括乌桓、鲜

卑以及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吐谷浑等部）、契丹、女真、蒙古等

民族先后游牧于阜新地域，他们都曾经为开发阜新地域做出重要贡

献。清朝中期，关里汉族人开始“闯关东”； 清朝晚期以后，随着

阜新地域全面开禁放垦，汉族人逐渐成为阜新地域的主体民族，但

蒙古等少数民族仍占相当比重。中原的汉族文化和东北的少数民族

文化主要是蒙古族文化长期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阜新地域

文化。中原文化与阜新地域固有的蒙古勒津文化，深层地交流融汇，

和合化生，形成新的文化质地、文化气质与形态，创生了既区别于

中原文化的自身文化根基，又融汇了中原文化血脉和蒙古族、满族

等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阜新地域

文化。 

我工作的单位在辽宁省范围的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处于龙

头地位，阜新是个是个多民族、多文化交融地的地方，多种艺术形

式在这里呈现、交融。服务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考

查阜新地区察哈尔蒙古族人口数据，对人口聚集区实地探访。如阜

蒙县沙拉镇、佛寺镇解放村、扎兰镇哈达村、阜新市蒙中等地区。

为地域文化的繁荣发展尽一份力。 

这片热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让我多次产生梳理一下阜新地

区察哈尔蒙古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经济形态、语言文字、察

哈尔蒙古族文化与当地文化碰撞融合下的新面貌等的想法。作为一

名高校教师，努力拓展专业研究领域，将书本理论知识与地方历史

文化相结合，为地方文化保护传承尽一份力。下面将从察哈尔历史、

阜新地区的察哈尔历史、阜新地区察哈尔风俗、开放包容的察哈尔

文化进行论述。 

一、察哈尔历史 

察哈尔是世代侍卫蒙古大汗的一支特殊的怯薛军。它不是以血

缘关系，而是以职业关系为纽带，由万户、千户、百户等大小贵族

子弟和蒙古精英人物混合组成的军事组织。另据蒙古文史书《黄金

史纲》记载，察哈尔”一名称最早出现于也先太师专权时期。由此

可见，察哈尔至少作为一个鄂托克此时已经存在了，察哈尔部的形

成比此时应该更早一些。察哈尔文化就是在草原地区的察哈尔落世

代生息所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地域文化， 这种文

化包括察哈尔蒙古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

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在其形成和

传承过程中，它与满族、藏族、汉族等民族广泛接触、交流，吸收

了这些民族的文化因子和文化元素， 逐渐形成为了独具特色的察

哈尔文化。(1) 

顺治四年(1647 年)，朝廷派官员从察哈尔八旗征调来 32 户蒙古

牧民，共 236 口人，千里迢迢，跋山涉水，餐风露宿，历尽艰辛，

走了两年，于顺治六年(1649 年) 四月到达杨柽木河流域。当时称杨

柽木牧场，也叫苏鲁克牧场。苏鲁克，蒙古话，意思是牧主代给别

人放牧畜群。 (2)辽宁省西部的朝阳、阜新是个民族交流融合的典

型地区，经济模式由近代的半农半牧到现在的以农业为主，在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阜新地区察哈尔蒙古族创造出了广泛流传的集民

风、民俗、民族精神于一体的察哈尔文化，这种文化的主流是蒙元

以来的蒙古族传统文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这种独具

特色的文化形态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察哈尔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从 1206 年组建护卫军怯薛至

今，传承 813 年之久；现分布于世界 22 个国家和国内 18 个省市自

治区的 70 多个旗县市区。 

而在阜新地区 14 万蒙古族人口中察哈尔脉络有近两万人，虽

然今天察哈尔已不复是个独立的存在，但是历史早已将一种精神深

入察哈尔的土地和察哈尔人的骨髓。察哈尔文化的主流是蒙元以来

蒙古族传统文化。 察哈尔蒙古族有浓厚的民族认同感，而且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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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祖先，仰慕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意识，

热爱家乡草原，珍视民族 

语言和风俗习惯。 他们对天地、山川大自然顶礼膜拜，在语

言交流、婚丧嫁娶、宗教祭祀、节日庆典、禁忌象征、文学艺术、

天籁音乐乃至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基

本相似。 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察哈尔文化又彰显出鲜明

的文化特质和独特个性。 

二、阜新区察哈尔蒙古族的历史 

潘世宪所译日本学者和田清所著《明代蒙古史论集》419-430

〇页对察哈尔部东迁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武备志》（卷二五 五）

所引《兵略》说：“察哈尔达子打部落 ，山后地名阿力素等处住牧，

系辽东、辽西边外，离边三百里，近努尔哈赤”。 这里就说到察哈

尔达子，意即蒙古察哈尔部，所说山后是今坐落土默特部北界的松

岭山脉把蒙古察哈尔部分成山前和山后，山后的大部落是可汗本

部。这项记载说明，后来到万历年间，那里的蒙古察哈尔部落逐渐

稳定下来。这里就说到察哈尔部东迁到阜新的历史进程。“辽东、

辽西边外，离边三百里，近努尔哈赤”，这一记载，应是现阜新境

内。在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察哈尔文化与其他文化碰撞、交流、融

合及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在漫长碰撞融合的岁月里察哈尔文化吸

收了北方各民族的文化内涵，具备了鲜明的特色。 

三、阜新区察哈尔蒙古族的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方面：秉承传统，守护美德。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

镇解放村白姓、沙拉镇查海村白姓及石姓，据说是察哈尔部落在阜

新定居下来的兄弟三人的后代，扎兰乡哈达村的察哈尔部落后代为

数不多，却很好地保留了传统礼仪与习惯，如因他们为人坦诚、守

信、乐于助人，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威望，每到除夕，与其他民族年

夜饭的习俗有很大不同，哈达村的察哈尔人会在除夕的凌晨天还没

亮就开始准备，在太阳升起之前吃完除夕年饭，族中其他人家会把

“德吉伊德根”（家人做好的美食中的第一口）献给察哈尔长者，

恪守着察哈尔传统习俗，农历正月初一，天刚蒙蒙亮，村里的人首

先赶到察哈尔长者那里拜年，并行大礼聆听长者长达两个时辰的祝

福，本人的祖父当时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当时因年龄小，

不懂事，曾因不能睡懒觉、及与村子里的人一起长跪而暗生埋怨，

祖父于 1985 年以 89 岁高龄离开了我们。现在想来当时的一切历历

在目，无比怀念。拜过年之后，老人会拿出糖果、糕点放进盛来“德

吉伊德根”的碗中，说不能让人拿着空碗返回，是对人家的不尊重，

客人要走的时候会晚辈一直送到大门外，并颔首行礼相送。让我们

从点到面，管中窥豹，对阜新地区察哈尔蒙古族的历史、风俗可做

一梳理： 

礼仪规范方面：其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兼容并蓄、恪守信

诺、敬重礼仪。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家庭”这一社会最基

本的单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放眼四周，阜新地区的人们的家庭单

位大多以小家庭三口之家为主，察哈尔蒙古族却依旧秉持着大家庭

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模式，不管老人有无经济能力，大都能

受到晚辈的尊敬与孝顺。家中有老人的察哈尔蒙古族家庭，不论老

人有无劳动能力，家中大权都会交给老人，遇到事情之时，晚辈会

谦恭地征求老人的意见和决定，体面而又尊严地老去，这在家境一

般、物质匮乏的年代显得尤为可贵。本人的原生家庭是一个有着 13

口人的大家庭，简单的饭菜端上桌都有俗成的礼仪要求，爷爷一张

桌子，父母和大哥、大姐一张桌子、其余姊妹一张桌子，饭桌上禁

止说笑。给长辈或客人敬酒时，首先将衣着首饰穿戴整齐，用右无

名指将酒杯托起，以亲切典雅的姿态将酒杯递给对方， 还要向对

方连行三次鞠躬的劝酒之礼。 在服饰方面，察哈尔男性服装以苍

天的蓝色为基调， 女性服装以大地绿色为基础，又采纳了蒙元宫

廷款式和简洁无华、朴素简练、崇尚自然的特征。 

重视教育的察哈尔：在家境一般、物质匮乏的乡下，察哈尔蒙

古族家长会把孩子送去读书，当村里人质疑时，笃定地回答：读书

好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清楚地知道不读书的后果。民国村里的

察哈尔父母把孩子送到当时的旗政府所在地王府读书，直至国高毕

业。在当时的学费是没学期二斗粮（100 斤），因阜新地区是山区，

交通不便的状况下，相隔七、八十里也要送过去让孩子上学，到了

现代，人们更加重视教育，即便是偏僻的乡村，孩子都被培养得很

好，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解放村白姓、沙拉镇查海村白姓及石

姓，家家孩子都大学毕业，这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显得非常难

得。 

与人为善的察哈尔。家人之间、邻里之间、朋友之间，阜新地

区察哈尔民间谚语间接地佐证着察哈尔人崇尚的诚实守信的高贵

品质。比如：“诚实的失败，比卑鄙的胜利好”、“情愿贫穷而正直，

不愿富贵而虚假”。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兑现自己的诺言，“吃到肚

里的要消化，说出口的要兑现”，“即使暴雨如注也不要误时间，即

使大雪满天也不要失信用”。为了履行诺言可以放弃物质利益，“宁

可失良驹，切勿失诺言”、“宁失牛，勿失信”。察哈尔人常说：“有

马就能远到天涯，有礼就能走遍天下，笼头是马的规范，行为时人

的规则”。敬重礼仪，就是对察哈尔人仪表行为、礼貌规范特别是

对蒙古宫廷礼仪文化的思想概括，体现了察哈尔人举手投足、待人

接物时注重谦恭礼让的礼仪风范。因此，察哈尔蒙古族在历史上曾

以崇礼重礼，礼仪繁多，层次分明，举止典雅为世代著称，成为察

哈尔文化的精髓，也是察哈尔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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