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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立说，就吾辈而言，可谓是人生之大事。试想，连孔圣人他老人家尚述而

不著，他人又岂能遑论。不过世事也不尽然：不知启于何时，成书的门槛蓦然大跌，

宛如这几年的股票一样，令人云山雾罩，莫名所以，随便什么人来几句蓝天白云，

道几声天长地久，均可以结集成册；间或收集一些全属陈年老事的经验、总结和宣

传稿，居然也可以堂皇成书。究其实，则是名与利在作怪，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

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或许是人生舞台的一场小闹剧，自可另当别论。

对于真正的耕耘，吾辈始终还是诚惶诚恐的，这不仅源于人们自古及今对学问

发自内心的尊崇，更源于人们对推进历史演变的新知识、新信息的无限敬意。清海

兄《草原撷英》的成册付梓，当属于后者。

草原者，广袤的蒙古高原也，这是北方各游牧民族千百年来繁衍生息的地方。

撷英者，奉献出岁月孕育的灿然馨香也，含亘古的土地，辽阔的星空，灿烂多

姿的草原游牧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草原悠悠，白云悠悠，岁月悠悠。在如此悠悠岁月中纵横骋目，潜心推敲，其撷

英也芬芳，当属意料之中。可是当你沉下心来细细品读，仔细把味之后，肃然之念

却是油然顿生，令人不得不由衷地击节称叹——独特的角度，广博的视野，丰富的

史料，缜密的考证，于无声处探异研岐，辨迷释疑，追本溯源，考真证谬。水滴而石

穿，其英也灿然，其英也芬芳，自是水到渠成的了。

把书在手，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这是一部才识与智慧、眼界与见地俱佳的力作，

是一部深入到草原游牧民族生产生活、文化文明，涉及北方游牧民族发展变迁诸

多方面的卓有见地的学术之作。该书或单独成篇，如《蒙古民族与酒文化》、《蒙古

“搏克”源流》等；或两至数篇多方位、多角度地对某些课题做深入探讨，如对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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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蒙古人西迁新疆的论述，以及对蒙古林丹汗国溃灭前后察哈尔人众去向的考

证。纵观全书，既有人物考，又有事件、事物、史实考；既有辨析，又有论述，大至

治国方略，小到白翎雀，均足以令人怦然心动，受益颇丰。如果说该书有什么欠缺

的话，依我看就是书卷气太浓了些，考据太多了些，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不能够兼

得。

由于生于斯长于斯，作者与草原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因此，对于草原本身的

思考，便自然而然地见诸笔端——《蒙古民族与狩猎》、《蒙古民族与生态环境保

护》，从古老又延续相传的“约孙”始，到庄重成文的“札萨大典”，文中通过大量

史料，讲到游牧民族对草原的保护，对江河湖泊的保护，对山林树木的保护，以及

“地有禁，取有时”的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同时把草原游牧民族对大自然的敬畏与

热爱、顺应与善待的历史脉络梳理得一清二楚。诚如文中告诉我们的：“广袤无垠

的蒙古高原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草原游牧民族所固有的

传统游牧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人对自然的高度依赖与无限敬畏，人与自然的高度

和谐统一，由此而努力保持的人、草、畜三者的相对平衡。”自汉唐以来，古人便有

以铜、以人、以史为鉴之说。回顾我们在保护草原过程中所走过的诸多的路，作为

后人的我们难道不是更应该以史为鉴吗？

《草原撷英》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视野开阔，研讨多维。以《蒙古民族与生态

环境保护》一文为例，在三千左右的文字中，引文不仅有恩格斯之说，尚有伊朗志

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波斯拉施特的《史集》、俄罗斯班扎诺夫的《黑教或称

蒙古人的萨满教》、意大利传教士柏朗嘉宾的《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宋代彭大雅

的《黑鞑事略》、元代描写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

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法国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同时，还涉及《札萨大典》、

《卫拉特法典》、《喀尔喀六旗律令》等前后蒙古时期的各种律令法规，再加上

《元史》、《元典章》等正史内容，作者知识面的广度和深度，不能不令人啧啧称

奇，叹为观止。

从《蒙古“搏克”源流》的探索，到《蒙古民族与酒文化》的思考；再从《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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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辨》、《匈奴辨》，到《白翎雀辨》，通观全书，作者的情怀与笔触，遍及草

原游牧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各个方面，并总有其视角及立意的独到之处：或深或新，

或独辟一条蹊径，或见人所未见。

其《蒙古林丹汗国溃灭前后察哈尔部众去向辨疑》、《察哈尔蒙古人西迁新疆

始末》，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探知线索，摸索前行，终致云开雾散。尽管其间的甘

苦作者自知，但却让读者在这方面有了更深的了解。“撷英”之说，可谓实至名归了

吧。

漫步于草原游牧民族历史的瀚海里，作者的研究探索也渐趋成熟，渐趋系统

化、专题化。《论蒙元时期蒙古上层的“忽里勒台”制度》、《论忽必烈治国理念及

其方略的多元性》、《论忽必烈治国的蒙古情结》，以上浩浩三论，作者对蒙元的

研究达到了新高度，作者也似乎摸到了蒙古民族那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意

识。

如果说，作者凭以上三论的多维认证，逐层剖析，几成蒙元历史上层建筑领域

研究方面的一家之言，那么，作者的《明安图考略》一文，其考证之详细，挖掘之深

入，却俨若该方面之大家。品味《明安图考略》，无论是从文章的幅度、广度还是

深度，均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潜心与用心。《明安图考略》近五万字，内容涵盖明安图

的出身与籍贯、明安图的姓氏、明安图所在旗分、明安图的求学经历、明安图的简略

生平；尚有附记中涉及的明安图后裔的去向、京师八旗与察哈尔游牧八旗的区别、

明安图考略中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等。其文洋洋洒洒，史据充分，考略详尽，参详

诸家，不乏一得。至于文中个别观点，序者认为尚有进一步参详完善之处，但不管

怎么说，该文当可进入明安图研究的前列。

细研《草原撷英》全书，可谓亮点多多。序者与清海兄相交多年，又是从小到

大的老同学，可谓缘分匪浅。过去只知其嗜读如命，知道他古汉语、古典文学了得，

今日方知他竟如此博览古今。他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研究探索，着实令人吃惊不小，

究其实，还是因为他少小便生长、学习在锡林郭勒草原，对这一片热土有着深厚情

感之故。清海兄搞过经济，从过政，关于史学研究，特别是蒙古史的研究，他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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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个门外汉。尔今竟能登堂入室，不让大方，这才明了世之磨杵成针、有志竟成

的道理。

原锡林郭勒盟日报社编辑、记者阎永明于甲午年初春如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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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撷英》一书即将付梓，书中载有本人数年来所著的关于蒙元文化研究

文章二十余篇。其中大部分文章曾刊发于《锡林郭勒日报》，这要感谢该报社社

长、总编等老友的盛情约稿，更要感谢该报社资深编辑王明中同志对所刊发文章

进行的认真校对及编排。

本书所载文章，大多采取记叙体议论文形式，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文章的主

题与立意，是经作者多年酝酿，并且用历年来积累的读书笔记、资料卡片加工整理

而成。从童年开始便来到锡林郭勒草原，在这里已生活、学习、工作了几十年。由于

对草原怀有深厚的情感，并且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亲属、朋友、同

学、同事也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后裔，所以，对北方游牧民族特别是蒙古民族的

历史进程、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生活的状况予以关注乃在情理之中。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个阶段在锡林郭勒盟原经济委员会主持编写相关经济

方面的史志，当时接触并搜集了大量关于蒙古高原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手

文史资料，于是这些史料便成为今日编写此书的基本素材。

在旗县工作之际，因所在旗县都是蒙古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工作上也迫切

需要熟悉和了解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化的方方面面，于是

在工作之余、调研之际，也收集整理了大量相关书刊和史料。有一些心得、体会便

标记在卡片或书页上，久而久之，竟然有相当的积累。

近年因年龄关系退出了工作岗位，有更充裕的时间读书和学习。在这个过程

中，发现自己多年来已经于不经意间搜集到相当多的资料与素材。这些史料与素材

大多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历史有关，其中一大部分涉及历史上锡林郭勒、察哈

尔草原各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这些史料与素材便构成了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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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

从编入本书这些文章的内容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文章是考据辨误型。这一类文章包括《蒙古“图腾”辨》、《匈奴

辨》、《蒙古林丹汗国溃灭前后察哈尔部众去向辨疑》、《明安图考略》等数篇。例

如，先说一下《蒙古“图腾”辨》。前几年有一个在锡林郭勒盟东乌旗下乡的北京知

青，由于对草原怀有深厚的眷恋之情，回到北京后写了一本叫《狼图腾》的小说。由

于小说立意独特、文笔老到、内容极具感染力，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发行量极大。

这几年这部小说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于海内外发行，据说由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

阿诺导演的同名电影也要放映，到那时，一股《狼图腾》旋风又将席卷中国大地。由

于小说《狼图腾》这一书名充满着猎奇与怪异，给读者以诸多暗示与遐想的空间，

于是读者要问：狼图腾是什么？谁是狼图腾？狼是谁的图腾？

为此，经研究和考证，在《蒙古“图腾”辨》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蒙古民族历

史上关于狼的图腾崇拜完全是事出有因，历史上蒙古民族的主体乞颜部落与捏古

思等部落绝无狼的图腾崇拜之说。所谓狼的图腾崇拜乃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它

源自欧洲意大利的古罗马，然后沿着地球北方古老的草原游牧带逐渐渗透到西亚

以及中亚地区。当然古匈奴人也有狼图腾的影子，但匈奴人不是蒙古人。

还有《明安图考略》一文，撰写这篇文章费时约半年之久，查找、翻阅了能够

看到的大量相关文史资料，其中重点查阅了《清史稿》、《清实录》、《满文老档》、

《八旗通志》、《八旗氏族通谱》、《大清会典则例》等大量史志资料，半年时间里

等于再学习了一遍清史，其中甘苦本人自知。即便这样，仍然感觉诚惶诚恐，生怕

所述不当。

第二种类型的文章，便属学术讨论性质型，比如《论蒙元时期蒙古上层的“忽

里勒台”制度》、《论忽必烈治国理念及其方略的多元性》、《论忽必烈治国的蒙古

情结》等。《论蒙元时期蒙古上层的“忽里勒台”制度》所言之“忽里勒台”，即蒙古

语“大聚会”的意思，该制度是蒙古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是一部蒙

古史。凡重大事件发生，都可以窥见忽里勒台的影子，可以说，相当一个历史时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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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忽里勒台制度对蒙古社会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所以，研究蒙古民族的

忽里勒台制度的发生、发展乃至衰亡，分析忽里勒台制度的内容、特点、性质，乃是

文中固有之意。

《论忽必烈治国理念及其方略的多元性》及《论忽必烈治国的蒙古情结》两

篇文章，则完全是有感而发，是在研究忽必烈生平事迹时，开始对他鲜明的性格特

点、独特的人格魅力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进而得出结论：“忽必烈是真正的蒙古人，

从来没有丢弃固有的个性与精神。由于没有丢弃这种个性和精神，忽必烈治国理

念或治国方略走上了二元或多元的道路。”“按忽必烈的说法就是既行汉法又尊国

俗，他是想创造一个同时管理草原和农耕两种文化民族的半蒙半汉体制。”（《论

忽必烈治国理念及其方略的多元性》）“忽必烈骨子里是一个纯粹的蒙古人，自始

至终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游牧民族文化的认同，他内心深处的真实理念是源于草

原的游牧理念。”“说忽必烈是纯粹的蒙古人，主要基于他与生俱来的蒙古情结。

这种情结是受草原朴素而又单纯的游牧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论忽必烈治国

的蒙古情结》）

第三种类型的文章，则属于文化普及型，其中有《蒙古民族与酒文化》、《蒙

古民族与生态环境保护》、《蒙古民族与狩猎》、《蒙古“搏克”源流》等多篇。应

该说这类文章是本书的重点之一，目的是宣传、普及蒙古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

化。古往今来，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北方各游牧民族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在生

产、生活的过程中积累了诸多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宝贵经验，天与人之间

早已存在着某种微妙的感应。从草原的现实出发，总结和弘扬历史上蒙古民族关

于自然生态和谐、草原环境保护方面的种种律令法规，便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也

是出于这一点，为了弘扬和阐述蒙古民族关于天人合一的自然环保理念，写了上述

文章。

除上述几种类型的文章以外，书中还收入作者阅读司马迁《史记》有感而写

的几篇文章，应属读后感的性质。因其主要内容涉及“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事

迹，故也收入本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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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书过程中有几件事情还要于前言里提及：

关于这本书的书名。由于该书出版的初衷就是弘扬北方游牧民族源远流长的

草原文化，其中蒙元文化更是重点，于是取此书名为《草原撷英》，即于草原摘取

几朵小花献给读者之意。细究作者原意，本是将该书取名为《瀚海撷英》，所谓瀚

海者，古代乃是指蒙古高原的大漠南北。《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有云：“（霍去

病）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唐高适《燕歌行》诗云：“校尉羽书飞瀚

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岑参于《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里还有“瀚海阑干百丈

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的名句。以上可见本人对“瀚海”一词的欣赏与注重。但是仔

细考虑后最终还是将此书名放弃了，一是因为文学气太浓，与本书内容不太相符；

二是因为不接地气，不大众化，感觉还是《草原撷英》好一点。

为给本书添一些彩，于是请作者老友、锡盟人大工委主任周凤臻同志题写了

书名。倒不是他的名气有多大，职位有多高，关键是他那笔字，于锋划之间颇见功

力。

关于这本书的《序》。书成之际，本来也想请多年来一直支持、鼓励我参与

蒙元文化研究创作的一位官员朋友为本书作一个序，出于两个原因没有实现：一

是不想让别人以为作者是拉大旗做虎皮，借官员名气来壮自己的门面；二是本书

一些篇目中的个别观点和考据结论可能稍具争议性，思来想去还是不要给领导

同志添麻烦为好。于是放弃了这个打算，最终还是请作者老同学、老朋友，锡林

郭勒日报社原资深编辑、记者阎永明同志作了序。请阎兄作序主要也是出于两种

考虑：一是这人身份不高又不低。说他身份不高是戏称他不是官员，说他身份不

低乃是因为记者素有“无冕之王”之称；二是这人性格不温又不火，于静寂中偶

尔冒出点狂傲气，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根筋。基于以上两点，请他作序是再合适不

过了。

关于这本书的付印。此书在成书过程中，曾得到老同事、老领导，锡盟政协

主席其其格同志多方鼓励与帮助，谨此致谢。还要感谢老朋友张金人同志，他

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相当多的文字史料。另外还要感谢锡盟文体广电局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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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同志，他们对蒙元文化研究的重视与大力推动，直接促成了该书的出版、发行。

本书所采用的部分图片系由锡盟蒙元文化博物馆慷慨提供，在此表示衷心感

谢。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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