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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现场

作用，积极与旗县对接，帮助旗县解决

一些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当前的研究

应该从深度研究向广度研究转变，一方

面巩固我们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为现

实服务，第三还能起到宣传的作用。

理事冯源在座谈中说：我的祖先祖

籍在山西代县，是走草地来到了包头，

后来做皮毛生意。我很喜欢通过走访调

查来研究文化，另外文化研究会不是政

府一家之事，民间也应该加入文化研究

的阵营。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土右旗

的许多农村的村史很有研究的价值，

尤其是沟门一带，极具民族融合的典型

性。一次在西湾村的走访中了解到，西

湾村几乎全部是山西移民，他们落脚到

当地后，最先租种当地一户姓云的蒙古

族的土地来过生活。最早来到这个村子

的是山西交城一户姓张的人家，后来代

州的阎家、滕家相继迁来，便形成了一

句顺口溜“阎家的岜洞、滕家的庙，白

家的碾子瞎呼绕”。另外就是这里是民

族团结的典型地区，沟门的后湾村早先

的汉族移民定居于此，源于云家的姑娘

嫁给了山西代州的王家。云家划出一部

分地给了王家。而王家的亲戚——另一

大姓的张家随之落户在这里，渐渐地姑

舅、两姨的亲戚陆续迁到这里，形成了

后湾村。最初蒙古族与汉族分村居住，

蒙古族居住的小沙尔沁、麻花板村现在

已经没有了。由此，可以看出我们这里

是汉族与蒙古族相互融合、交流的典型

地区，有着许多的事例与历史。我们要

抓紧时间对其进行挖掘整理。第二点就

是，我们敕勒川文化研究的对外宣传力

度不够，外界对我们并不了解。

会员许庆提出，要加强与高校相关

专业学生的交流。一方面学生学习可以

找到相关的资料，另一方面研究会的研

究成果可以得到很好的宣传。所以，希

望研究会的相关资料能走进校园，是对

我们研究力量的补充。另外，近年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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