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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着狄、匈奴、东胡、鲜卑、柔然、

乌桓、突厥、契丹、蒙古、鞑靼等部族的文明史。汉族先民也于遥远的

古代从中原地区同北方各民族发生联系和交往。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北

方游牧民族因征战、迁徙等原因，各部族之间顺应规律，盈虚消长。凡

是消亡的部族，其习俗随之消亡或遗存于其他部族；而兴旺发达的部族，

其习俗礼仪则日见繁复，深深植根于芸芸百姓之中。各民族在发展进程

中，都不可避免地同其他民族发生日益密切的交融，互为促进、互为影

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的文化交流现象，同时也不可

避免地发生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撞。正是在这历史发展的进程中，

各民族的民俗风情都有着各自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并贯穿于民

族存在和发展的全过程。各民族民俗风情的背后，都曾有千千万万不同

性别、不同年龄的先人经过漫长的实践与总结的历程。正月十五闹花灯，

千百万儿童欢呼雀跃，迸发出稚挚的朝气与天真烂漫；婚礼上的每一个

程序，都曾为无数对新人搭起彩门、架起鹊桥；寿宴上的每一句祝词，

都寄寓着儿孙为其父老虔诚的祝福之情；葬礼中的每一个程式，都记载

着下至平民百姓、上到达官显贵垒垒白骨的坎坷一生却又褒贬不一的人

生之旅，凝聚着生者对死者至诚至爱的缅怀。于是，一个人从出生的第

一天开始，就历经过满月、过百岁、圆锁、结婚、升迁、寿诞，直到去

世后的葬礼，一生都在接受着他人的期望与祝福，同时也在祝福着他人。

这由人类的生与死演绎的人生方程式，谁也没能摆脱它的制约，至今，

仍然在影响、支配着活着的人们。而且，还将继续发挥作用——这一点，

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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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风情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它几乎是人类有序生活全部内容的

浓缩。各民族不同的民俗风情，是其民族文化、民族魂的结晶。任何一

种民俗风情，无不体现着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体现着对于

人世间一切真善美的祈盼，体现着人类对健康、长寿、和谐的向往，同

时也体现着对民族、祖国的繁荣昌盛的追求，无不充盈着人类对丑陋与

邪恶的鞭挞之情。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没有眼泪、没有责骂。甚至在大

灾之年，人们也还是想方设法地装点、庆祝一番，怀着虔诚、善良的心

态去迎接来年的丰收与欢乐。人类灵魂深处一切美好的、善良的本性，

都在传统节日的盛典中得以抒发、升华。

民俗风情的形成还在于它深刻的哲理性。如辞旧迎新的春节，预祝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正月十五元宵节，期望免灾祛病的端阳节，喜庆

丰收的八月十五中秋节，还有农历二十四节气如小满、谷雨、寒露等，

无论在时间的选择方面，还是万物自然生成方面，还有人类生物钟的昼

夜轮回、次第接转方面，都充满着积极向上的自然法则与顺应时空发展

的哲学理念。以新春佳节为例，不论家贫家富、家大家小、家远家近，

每当春节来临之际，人们都不远千里赶回到尽管还是贫穷、落后的生养

过他的家乡和父母亲人身边，吃着传统的食品，互相道喜、祝福。最希

望过年的是孩子们，穿新衣，放鞭炮，要压岁钱，甚至可以破例地爬上

炕头，依偎在奶奶身旁，揪着爷爷的胡子干杯，一口酒下肚，小脸烧得

通红，举家笑声不断。在农村、牧区，从腊月初八到翌年二月二，人们

甚至完全以农历计日，就连一些机关团体也多如此，许多人几乎只记起

“今天是正月初几"，而不能准确说出今天是星期几和阳历几号。传统

节日浓重、淳厚的气氛及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风俗民情的内容多姿多彩，主要分为生产习俗与生活习俗两大类。

生产习俗不啻为人类生存的命脉所系。从农、林、牧、副、渔直至悠

远的狩猎活动，都如实记述；生活习俗则更为广泛、深邃、细腻、繁

琐，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礼仪禁忌、待人接物，有许多是千百年来流

传至今的生活程式的严格规范。很难设想，若在日常生活中去掉春节、

元宵节、清明节、端阳节、中秋节等，人们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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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民间多年习俗形成的佳节良宵，驱赶着人们因从事单调的、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动所形成的疲惫，而增添着无尽的生活情趣与生

命活力，激发着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同时也牵动着异国

游子对家乡、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许多习俗凝聚着人类生活中进步、科

学的因素，如节日之前的打扫卫生，少数民族的保护火种等。其中许多

传统的理念，似乎不能越雷池一步，稍有疏忽便会留下遗憾。传统可以

发展、革新，但永远不会衰老，衰老的只是不同人群的不同眼睛。而那

些追求时尚的人，永远落在时尚的后面。

民俗风情迸发出的凝聚力是巨大的。民俗风情的承袭与延续，能够

使一个民族精诚团结，形成理念，并将欢乐、进取、骄傲展示无遗。蒙

古族那达慕大会的盛况，婚礼、婚宴中的欢乐，是真、善、美的流露；

勒勒车上坐着年逾八旬健朗的额吉，是古老部族的骄傲：部族老猎手和

寺庙老喇嘛讲述的故事，是民族发展的文明史；战争胜利后的喜悦、狂

欢的场面，足以鲸吞整个宇宙；葬礼中的悲哀，孕育着巨大的伤痛和一

触即发的复仇心理。马背民族，男子跃马挥戈，冲锋陷阵；女子赶着牛

羊，吆喝着长长的勒勒车队，放牧、制革、制作乳品、晾晒肉干、加工

炒米、酿制酒水，那是部落得以繁衍、生存和发展的支撑之力。还有那

成群的牛羊，既是战士的饮食来源，又是武器装备如盔甲、衣胄、鞍糖、

刀鞘、箭囊、鞋靴等后勤补给品，这庞大的给养部队，竟然会行走，自

己运送自己，还会繁殖、补充。如此与农耕部族赶着马车运送粮草的步

兵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于是，蒙古族又形成热爱牲畜和水草的习俗，

并孕育、涌现出歌颂家乡、赞美牛羊的优美的长调民歌。这特有的习俗，

表现出蒙古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与美学蕴涵。特别是，随着历史的发展，

随着经济体制与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的改革，许多传统文化在消亡，民

俗文化便作为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而被世

人所重视，并加以研究与保护。

于是，形成民俗文化，形成文化遗产。

并且产生一些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和研究文化遗产的人。

民俗文化不只是一种社会表象的存在，它不是生产工具，似乎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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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接的生产力。但是，它确实在不为人所觉察之中推进着生产力的发

展，作用于生产力，间接地创造着财富，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历史在作

出验证后雄辩地告诉我们：

没有民俗文化，人类社会就会变得野蛮、朦味；

没有民俗文化，人类生活的理序就会陷入混乱，伦理就会悖逆；

没有民俗文化，就不会产生人类群体巨大的凝聚力；

没有民俗文化，就不会形成风情各异的民族特点与地方特色。

每一桩文化遗产的消亡，都倾倒一座博物馆。

在民俗文化的链条上，每一扣，每一环，都凝结着一串串动人的故

事。只有生机勃勃、活力盎然的优秀民族，才拥有如此浩繁、美好、完

整、有序、有理的民俗文化。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永无止境地尽情

品味民俗文化中最美好、最动人和最深奥的人生哲理。

每一个民族的民俗风情的展述，都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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