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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口文化研究会曾经的内部交流资料

口而言，是敕勒川地区重要的军事重地及

贸易口岸之一。它位于今山西省右玉县杀

虎口。“西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国家财

政和北路贸易中的地位与影响十分重要。

他既是地区群众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迁徙

通道，同时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北方政治、

文化的碰撞融汇之地。故而，对“西口文

化”的研究，既是地域位置的研究，也是

对北方民族大融合活动的挖掘与探索。他

对于解释中华文明同根同源提供了无可辩

驳的事实依据，也为内蒙古与周边地区的

友好合作提供了理论平台与合作契机。

以西口文化研究会为首，连续发起

“再走西口路”活动，之后相继出版书

籍，拍摄专题片、纪实片、影视片，掀起

西口文化热潮。这一系列活动不但提高了

地区知名度，加强了各地区的联系，同时

也使地域文化关联性这一特征得到了最大

限度的体现。

在他们的推动下，相关地域多家企业

以此为契机研发新产品，开发旅游及相关

产业。西口古道上原本荒凉的通顺桥旁迎

来了无数前来寻根问祖的各族人民，中华

民族悠久繁衍的曲折过程就此被通俗易懂

地展示出来。团结、统一的大一统思想，

在点点滴滴中进入现代人的心中。

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与实地考察，西口

文化研究会的学者们分别从“西口文化”

的内涵和特征、“西口”的鉴定、“走西

口”的原因以及“走西口”移民的影响

等方面做了探讨，这一研究成果运用于地

区文化、地区经济建设之中，附予“西口

文化”现实意义。在文化研究的带动下，

渐为世人淡忘的“西口古道”重新被人们

所知晓，联络了西口内外多地区民众的感

情，也联通了西口内外的经济合作。为口

内外文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纽带。

十多年的文化研究过程中，西口文化

研究会对“西口文化”形成的各种因素及

特征、特点做出了精练的总结，为充实敕

勒川地域文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西口文化研究会的研究成果，不仅扩

大了地区知名度，还为弘扬内蒙古文化不

断努力。西口文化研究会积极参与学术研

究，多次召开西口文化研讨会、西口论坛

等学术交流活动。同时多次应邀参加国家

级地方学研讨会及国际地方学学术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