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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

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

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

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

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

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

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

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理解。民族在融合

中发展，文化在融合中重生，地区在融合

中繁荣。大融合铸就了大中华，大中华就

是中华各民族命运的共同体。

研究会今后研究的方向，要将内蒙

古敕勒川地区的历史文化纳入到中华民族

的大文化之中，深入研究中华文化与各民

族文化的关系，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此，重抓几

项研究课题。

（一）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地域文化研究的主线。

敕勒川地区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民族工作历来十分重要。新中国建立

7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民

族理论政策合国情、符民意，英明、正

确。进入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必须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共同奋斗。党中央提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全符合时代的

要求。作为文化研究团体，我们要紧紧围

绕这一主线，开展文化研究，以文化认同

引领民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促进各民族共同

团结奋斗，共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二）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

文化的关系，积极开展黄河文化研究。

各民族优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

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研究

会要从研究黄河文化入手，深化对中华文

化的理解。黄河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入境，

从山西省出境，流经内蒙古841公里，占

黄河总长度的15%。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

是黄河中上游分界。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带着黄土高原的泥，裹着鄂尔多斯高

原的沙，流过中原，流过草原，一衣带

水，源远流长。她哺育了两岸各族人民，

沟通了中原、草原的经济文化，是各族人

民的经济命脉，民族文化的魂魄。敕勒川

地区是黄河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会

要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深入研究。

（三）深入挖掘民族相融的历史渊

源，进一步打造几个和谐文化的品牌。

敕勒川地区是中原和草原的结合

部，游牧与农耕的交汇点。汉代的昭君出

塞，北魏的孝文帝改革，明代阿勒坦汗与

明王朝的“隆庆议和”，都顺应了历史发

展，推进了民族相融。深入挖掘其文化内

涵，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自明、清以

来，大量内地汉族来到敕勒川地区与当地

蒙古民族共同生产、生活几百年，共同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