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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思维。翦伯赞先生指出：“王昭君已经

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友好

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

座友好的历史纪念碑。”董必武同志也曾

题诗：“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

高。”从历史的高度，赞美了王昭君为民

族团结作出的重要贡献。

明朝有“隆庆和议”。

经过长达200年战争的汉蒙政权，于

隆庆五年（1571年）握手言和。通贡互市

使明蒙两方获得双赢，俺答汗“率众款

塞”“三陲晏然，一尘不扰，边氓释戈而

荷锄，关城息烽而安枕，此自古稀见之

事”；俺答汗与明朝议和，达成了封贡互

市协议，建立了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这

在明蒙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

世也影响深远。俺答汗去世后，三娘子

“聪慧善谋，兵权在手，上佐虏王，下抚

诸部，令无不行，禁无不止”“六十余年

边氓生息遂不识金戈矣”。“和议”带来

和平、和睦、和谐、祥和。

北有公主府。“千古一帝”康熙上

继父祖宏图，下开后世太平，先后将七个

女儿与蒙古联姻，持续了三个世纪的满蒙

通婚有效地保障了北部边疆的安定团结。

“我朝施恩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

长城更加坚固，皇恩浩荡之下，杀伐之

气顿消，征战之心泯灭”“民心悦服，边

境自固”“娘舅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和”有相安、协调、团结、和平、平息

争端等含义，“和亲文化”的内涵就是友

谊、和平、尊重、包容、互信、共赢、发

展。“和亲”使呼和浩特少受战乱之苦，

人民和乐安康。

还有“绥远方式”。

1949年9月19日，以董其武为首的绥

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联名

通电，率部6万多人举行起义，脱离国民

党政府，绥远和平解放。

呼和浩特是大美大福的城市，在战

争未起之时，有延续不断的“和亲”，

在战争到来之时，有和解谅解的“绥远方

式”。“和”伴随着呼和浩特的历史，缓

和关系，降低冲突，减少战乱，万邦协

和，家和万事兴啊！

大力宣传“和”的观点，是顺应时

代、顺应北疆文化建设的宣传理念。各

民族和平、和谐、祥和、和合、家和万事

兴，不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吗？

和亲、和睦、和顺、和好、和气、温和、

平和，不就是民族团结宣传月的主题吗？

和为贵、和气生财，不就是优化营商环境

吗？以和为贵、人际之和；安享天伦、居

家之和；泰然处之、身心之和；自然和

谐、天人之和；和气生财、家和事兴；内

和外顺、心境平和。以“和”大可行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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