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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有 6 个世居民族，

在这里每个民族都创造了各自放具特色的历史

和文化。《青海蒙古族风俗志~ ，就是描述和反映

具有青海蒙古族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的风

俗文化著作，它是我省第一部较全面记录和研究

青海蒙古族风俗的著作。 青海蒙古族文化是我

国蒙古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蒙古族整

体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 但是，由于历史 、

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青海蒙古族人民在长期

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与本民族传统文化既

相联系而又有鲜明地域特点的青海蒙古族文

化。 这不仅表现在语言以及以语言为载体的民

间文学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礼仪习俗、生态观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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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 ο 尽管青海蒙古族人民和内蒙古等J占区的蒙古

族人民使用的文字完全一样，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方言等的差异，青

海蒙古族直到 1949年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用文

字记录自己的文化，主要依靠口头语言代代相传。 解放后，随着党的民族

政策的贯彻执行，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青海蒙古族知识分子的成长，浩

如烟海的青海蒙古族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才如枯木逢春，不但得到了复

兴，而且出现了用自己的民族文字记录这些文化事象的成果出版。 改革

开放以后，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青海蒙古族人民的丈化科学素质有

了更加显著的提高，文化生活内容更加丰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生产方

式日益广泛地进入到普通牧民家庭，新观念、新思想冲击着传统的思想观

念，促进了广大蒙古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但不容忽视的是

本民族许多文化传统，特别是那些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

十分重要借鉴价值，而又具有鲜明地域特点、民族特点和深邃的文化内涵

的传统文化也在悄悄地消退。 这些都亟待我们去抢救、去发掘、去研究，

使其充分发挥其文化的社会功能，成为青藏高原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

稳定的一支积极的精神文化动力 o

作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青海蒙古族主化的整理与研究，在充分地查

阅收集、整理资料，借鉴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后，将一部较全面反映青海

蒙古族风俗文化的著作奉献给读者。 对读者了解青海蒙古族的历史文化

及风俗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2015 年 5 月于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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