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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文化交往理论视域下
新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关系探析

洪美云  艾比•沙拉木  赵 斌   

摘  要：文化是人类共享实践活动的成果，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文化交往理论的基本观点。通过相互交换、

占有、融合和利用，不同文化之间互通有无，不断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文化交往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

表现出时间性和空间性等特征。研究新疆各民族文化应当以文化交往的历史追溯作为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新疆各民族文

化的形塑发展，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丰富了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正确认知新疆各民族文化，既要立足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史，更要以中华文化作为大背景和大视角；既要着眼于新疆

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多年的历史，更要放眼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史；既要看到新疆各民族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更要

看到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对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凝聚。

关键词：马克思交往理论；文化交往；中华文化；新疆各民族文化；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

研究新疆各民族文化，最根本的是要解释清

楚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什么，新疆各民族文化从哪

里来，新疆各民族文化终将走向何处。说到底就

是要在现实领域以历史事实为佐证，穿透历史，解

释清楚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

用，以及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深入探讨

个中渊源，对于厘清上述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强化“五个认同”，彻底解决历史领域遗

留问题，至关重要。本文以马克思交往理论为研究

视角，以既存史料及出土文物为依据，论述新疆各

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在关联与归属关系——

从中华文化同新疆各民族文化相互联系的根和魂

上，阐明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于中华文明沃

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①

许纪霖先生曾说：“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复线的

中国，既有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族文明的中国，也有

草原、森林和高原少数民族的中国。他们共同构成

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一部上下五千年中国的历史，

就是一部中原与边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动

的历史。”②中华文化不是单一的中原文化或者汉

文化，而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缔

造的，是由不同类型文化不断融合杂糅、汇聚发展

而成。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历史上各民族在

长期碰撞、交融，且相互浸润、涵化的过程中，逐

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发展格局，

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对源远流

长、绵延至今的中华文化的认同，共同构建了中华

民族。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形塑发展，也始终扎根中

华文明沃土；其繁荣发展丰富了中华文化，成为中

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确认知新疆各民

族文化，既要立足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史，更要以

中华文化作为大背景和大视角；既要着眼于新疆

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多年的历史，更要放眼中华文

明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史；既要看到新疆各民族文

化丰富了中华文化，更要看到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

中华文化对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凝聚。唯有如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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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确理解新疆各民族文化产生发展、繁荣兴盛

的动力源泉与内在机理。

一、基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文化交往——任

何形式的交往都包含着文化的因素，渗透着文化

的影响

准确界定文化是把握在文化交往中交往什

么，而准确理解交往则是把握为什么交往，换言

之，就是解决文化交往的动力在哪里。在这个问

题上，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交往理论成为我

们认识新疆各民族与中原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交

往历史的重要钥匙。

马克思将交往问题置于历史维度进行研究，

认为基于实践基础上的交往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

的重要动力，是人类文明得以产生的基础。人类

在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自然的改

造能力，创造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在人们的

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与社会生产力发展

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创造了人类社会的

精神文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纵向交往是一

切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某一地域

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

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①

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横向交往使得人类避免了

为发明生产技术而付出大量的重复劳动，对人类

整体文明起到推动作用。

交往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具有重要地位，

贯穿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完善和发展的各个

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交往的论述主要集中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一卷“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部分。马克思肯定

了交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的交

往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是“现实的个人”之间

的交往，是人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促进了人类

社会的发展。交往的主体涉及人、民族、国家等；

交往的类型包括人与自然的交往、人与人的交往，

民族与民族间的交往，最后到世界的交往；交往的

内容既有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文化性的。马克思将

交往与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社会历史的

发展以及社会形态的更替联系起来，指出交往联结

着社会、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形成并体现一

定的社会关系，标志着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人

们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交往就

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中的个人以及诸如阶

级、民族、社会集团、国家等共同体之间在物质、

精神上互相约束、互相作用、彼此联系、共同发展

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相互关系的统一。

首先，人与自然的交往。人与自然的交往

是人生存的根本前提和必要条件。“人靠自然界

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

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

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

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

分。”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对自然的改造和

利用关系，体现的是人从自然那里获得生存发展

所需要的一切。人与自然的交往促进了生产力的

发展、商品关系的产生以及社会交往的拓展。其

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脱离

具体社会历史进程和条件的抽象的孤立的个人，

更没有抽象的而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两个人之间

的交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既包括物质交往也

包括精神文化交往，因此文化交往自然包括在马

克思交往理论中。第三，民族和国家间的交往。

民族或国家作为文化的创造者，他们之间进行的

交往就是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这种文化交往促

进了各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相互

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

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

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

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

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

①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107页。

②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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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文化交往”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以人类

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过程中所获得的自然知识、

社会知识以及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为中介而进行

的交往。”①文化交往的存在和发展与人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它与经济交往、政治交往一同影响着

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交往通过交换、占有、融

合和利用，共享不同主体的实践成果，最终推进

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②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演化过程，文

化的产生发展、文明的繁荣进步，都与实践基础

上的社会交往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人

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是靠人们之间的积极交往实现

的。若不是人们不断地革新交往的方式和手段、

不断地拓宽交往的渠道和范围，人类社会的发展

“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

态’”。③各种文化的交流互鉴，对一种文化而

言，可以吸纳其他文化的积极成果，摈弃自身文

化的糟粕，通过整合创新提升自身文化的生命

力。因此，一种文化的生存、延续和发展的能力

同这种文化是否与其他文化进行交往、交流的能

力是同一的。文化，说到底就是一种交往的结构

与形态，是人类以各种不同方式交往、互动的结

果，而不是脱离交往孤立自在发展的。文化交往

的意义在于博采众长，超越自身文化局限，文化

在社会交往中得到保存和传播，无论内容还是形

式都更加丰富多彩。文化交往的意义可以从历时

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去理解和把握。从历时性角

度而言，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在“真空箱”里

面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我

者”与“他者”的交流互动中才得以确立自我民

族文化的身份地位，而这种文化交往更是民族文

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从共时性的角度而言，不同

民族文化间的交往，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交流，促

成了整个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与绵延不绝。

二、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历史上与中原文

化的交往促成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形塑发展、繁

荣兴盛

文化交往的历时性，着眼的是交往过程的纵

向考察，强调的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

交往呈现的规律性的趋势。研究或探讨某一社会

历史问题或者现象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必须对历

史作较长时间的、充分的历时性考察，因为社会

历史规律的实现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从历时性角度看，基于实践基础上的文化

交往是促进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

要动力之一，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发

展与衰退，在多数情况下要视与其他民族有无接

触，接触密切，则文化发达；陷入隔绝，则文化

渐次衰落。④各民族基于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

必然要相互借鉴、吸纳、兼容彼此的文化。历史

上的新疆各民族文化秉承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

本、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对来自东

西方的各种文化，来自不同族群、种族、民族的

文化兼收并蓄，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创造了富有

地域特色的灿烂的民族文化。从历史学角度看，

解释某种民族文化及其特征和变化时，把它放在

历史的过程中去，只有研究历史的全部才能正确

解释某民族某历史的历史文化及其变化。寻迹历

史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上新疆各民

族文化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是在中华各民族

文化融合发展中形成的。

新疆地区和祖国内地的联系久远，考古发现

早在距今1万年到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新疆地

区已经与黄河流域存在文化交流，哈密七角井石

器遗址出土的细石器以及浅红色的珊瑚珠等就是

有力证明。殷王室墓葬出土的随葬器物有玉器756

件，相当一部分是新疆和田出产的籽玉；⑤新疆

天山阿拉沟28号墓地出土的来自中原地区春秋时

①刘明合：《交往与人的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 8 页。

②刘煜昊、张文雅：《马克思文化交往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理论学刊》，2015年第11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68页。

④[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⑤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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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凤鸟纹刺绣；在阿勒泰地区发掘的石棺墓葬

中，出土的铜镜与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

出土的中原战国时期的铜镜几乎一样，这些考古

资料无可辩驳地说明，新疆与中原地区早已存在

的经济文化往来。《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惠文

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苏厉由齐国派人送信

游说赵王指出，“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

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斩常山而守

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

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说明商至战国

经内蒙、宁夏、甘肃就有联接西域的交通通道，

玉石之路已经存在，昆山玉可沿此道输入。不仅

如此，中原地区传统的丝绣、漆器等，汉代以前

在新疆地区已经很常见。还有产自东海、南海的

贝类，在罗布淖尔地区的原始社会阶段墓地、哈

密五堡、吐鲁番盆地西缘、阿拉沟墓地等均有发

现，很好地说明了汉代以前，新疆与中原地区的

经济文化往来已经很频繁，而这正是张骞得以

“凿空”西域的重要前提。① 

生产力是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基础，任何民

族要维持发展的内在动力，既要依赖民族内部对

文明的代际传承，又要通过广泛的族际交往乃至

世界性交往，不断实现创新和发展。汉通西域以

后，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基于新疆地

域原有南北文化圈（北方以游牧文化为主，南方

塔里木盆地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影响上，更多的

是受到来自东西文化圈的影响，且来自东方的中

原文化的影响一直占据主流地位。②突厥汗国时期

（552年—630年，682年—745年），修建的《阙

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碑文同时使用汉文和古

突厥文，据《旧唐书》记载，唐朝不仅派人参与

了立碑的过程，唐玄宗还亲书悼文，派人“赍玺

书入蕃吊祭”。③史料记载毗伽可汗在位期间，

主动与唐朝交好，尊称唐玄宗为父亲，且与唐朝

有大规模的边贸互市，经济贸易活动十分频繁。

回纥汗国（公元744—846年）存在的100多年，

始终与唐朝保持良好关系，在位的13位可汗有11

位接受唐朝册封，且多次与唐朝和亲，唐朝先后

有6位公主远嫁回纥，其中有3位（宁国公主、咸

安公主、太和公主）是皇室公主。和亲，除了实

现政治意图外，也加强了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往

融合。《资治通鉴》（卷266）有记载说：“初

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及有功于

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

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④这段话就体现了

中原文化对回纥生活习俗所产生的强烈影响。唐

朝平定突厥后（630年击败东突厥和657年击败西

突厥），修建了“参天可汗道”，一方面加强了

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统治，方便各少数民族前往长

安朝拜；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交流，

先进的中原文化随着商旅的往来增多，越来越多

地被带到了西域，西域文化也逐渐被中原文化所

吸纳。唐代都城长安盛行胡风，婚俗礼仪中“下

婿”“青庐拜堂”沿袭的都是少数民族习俗。9世

纪中叶，回鹘汗国解体，大量的回鹘人西迁到了

高昌地区。而这一地区，历史上曾建立了以汉人

为主体居民的高昌国，历经阚、张、马、麴等诸

氏，尤其是麴氏王朝，与唐朝往来密切，实行中

原仪礼，是当时西域汉文化的中心。高昌回鹘汗

国建立后，吸收当地汉人的先进文化和技术，逐

渐改变游牧习俗，开始定居和从事农耕生产。历

史上高昌王曾多次主动向北宋赠送方物，而且自

称“西州外甥狮子王阿厮兰汗”。考察吐鲁番地

区发现的13—14世纪期间的回鹘文契约⑤发现，当

时吐鲁番地区的文字以回鹘文为主，同时又通行

汉文，这很好地说明了唐以后到元代，高昌回鹘

王国中回鹘文与汉文并用的现象，并且这种文化

交融的例子在高昌地区的宗教壁画中也有不少例

证，表明内地中原文化已经影响到了广大西域地

区，对西域各民族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西域各

①王炳华：《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索》，《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②洪美云：《基于文化圈理论的维吾尔传统文化地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③耿世民：《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四册》，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903页。

⑤朱崇先：《民族古籍文献研究》，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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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已经逐渐对中原文化形成了持久的向心

力。喀喇汗王朝（公元9世纪—13世纪初）的历代

诸汗与中原地区的各朝代始终保持十分密切的关

系，《福乐智慧》中写道：“要是中国商队砍倒

商队的旗子，千万种珍宝从何而来”①，形象地表

述了喀喇汗王朝同中原地区之间存在的密切经贸

往来和文化交流。《福乐智慧》（成书于1069—

1070年）产生于喀什一带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已

经有一个世纪（喀喇汗王朝960年将伊斯兰教定为

国教②）的背景下，整本诗集不仅有伊斯兰文化的

影响，更有维吾尔先民在漠北草原生活时信仰过

的萨满教、祆教、摩尼教等的痕迹，还有不少中

原儒家思想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的思想。《福乐

智慧》一方面要人民忠君，国君的权力巨大，威

严无比，诗人告诫人民说：“君王的权力遍及万

民，他眉头一皱会危及生灵。”另一方面他还说：

“良法使国运昌盛，人民兴旺，暴政使国祚衰微，

天下不宁。”这与中原的儒家思想“有君子之道四

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

民也义”如出一辙。同样，在《突厥语大词典》中

也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向心力的影响。马赫穆德•喀

什噶里在《大词典》中将当时的中国分为“上秦”

“中秦”“下秦”，所谓的“上秦”就是北宋，

“中秦”就是辽朝，“下秦”就是喀什噶尔一带，

三位一体才为统一的秦，即桃花石，这种对中国是

一个统一体的认识难能可贵，由此可见，大一统思

想已经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而内嵌于各民族的文

化价值体系中，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对新疆各民

族文化的强大凝聚力。

蒙元时期，出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曾在西

域开辟多处驿站，“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

棋布，脉络贯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此又总

纲挈维之大机也。”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使得

当时的中央王朝与西域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们通

过驿站“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

家。”③大量的西域人口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东迁

移，东迁西域人中不少人由于受中华文化熏陶，

“学于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效仿华风，

习染汉俗，成为典型的中国“士人”④，他们在积

极传播西域文化的同时，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中原

汉文化，这种自觉的文化交往既促进了西域各民

族文化的发展进步，又给中华文化增添异彩。清

朝统一新疆后，新疆各民族与中原之间的经济文

化往来更加频繁，清政府积极发展教育，开办学

校，在南疆地区还“广置义塾”招收维吾尔族儿

童学习汉语言文字，培养了大量的翻译人才，进

一步促进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新疆各民族文化是多源发生、多元并存、

多维发展的复合型地域文化。这种多元性、多维

性并不意味着新疆各民族文化是各种外来文化的

机械组合，这种多元性是基于一体的多元性。一

体意味着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特质从来都是中华文

化，而不是别的什么外来文化。日本学者羽田亨

作为研究西域史的知名学者，曾说过：“单纯认

为回鹘文化是属于西方文化，这是极其肤浅的意

见，不足为据。”⑤传入新疆的各种外来文化，会

根据新疆的社会环境，进行相应调整，以便在此

扎根，与此同时，它们也会吸取当地各种文化营

养，成为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橘

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新疆没有

纯粹的外来文化，“历时愈久，各种文化原有的

个性就会消失得愈多，而它们与西域文化整体的

关系也就愈加紧密。”⑥伊斯兰教进入新疆之后，

深刻影响了新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这种

影响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新疆各民族原有文化的

基质。因此，由于原有文化基质的不同，新疆近

代各民族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

塔吉克族等虽然都信仰伊斯兰教，但是他们的民

①尤素甫·哈斯哈吉甫著、耿世民等译：《福乐智慧》，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页。

②马品彦：《新疆宗教知识读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③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④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⑤[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8—170页。

⑥余太山：《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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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却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保留着本民族传

统文化的原色。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麦西热

甫；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姑娘追；蒙古族的长

调、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叼羊、

驯鹰、英雄史诗《玛纳斯》，塔吉克族的鹰舞等

都体现了本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① 

三、从共时性的角度看——新疆各民族文化

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文化交往的共时性，着眼的是交往过程的横

向考察，强调的是同一历史时期，处于不同地域

之间的文化交往带来的影响。本文认为，与我国

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新疆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

交往的共时性体现在交往的过程中就是新疆各民

族文化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一部分从内部提升和

发展了中华文化。与内地少数民族不同的是，处

在东西方文明交流重要通道的新疆地区，各民族

迁徙往来频繁带来了大量的异质文化因素，这又

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使绵延数

千年的中华文明与其他人类文明一样，体现出一

种兼容并包的气质。

从共时性角度看，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离不开多元异质

文化于交往交流过程中的优势借鉴与和谐共生。

杂多的各民族文化冲突变化、交流互补，作为中

华文化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好促成了中

华文化的多元发生，并通过消长变化保证了中华

文化的延续不断。反过来作为宏观大文化的中华

文化，对于内部各种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

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作用。②在中华民族整体形

塑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演绎的时空进程中，可以

发现，一方面从起源伊始中华文化即呈现为多元

文化代际相承、互动交融的结果。“文明是一件

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是他‘独家制

造’；‘转借’实为文化史中的重要因子。”③

中华文化历来迎新纳异、杂糅众俗，飙转豹变，

才得以绵延不绝。 另一方面，正是在与多元文化

的互动融合中，中华文化的向心力才日益增强，

不同族群的归属意识与国家大一统意识逐渐根深

蒂固，终致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演进的步伐从未中

断，也从未停止。新疆各民族文化不是单纯的存

在体，而是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研究新疆各民族文化，也要看到新疆各民族

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历史性贡献。

新疆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早在先秦时期就同

中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④公元前60年，西汉在新

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标志着新

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长期以来，生活在新

疆地区的不同种族、民族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汉末，西域

坐具胡床（即今马扎）传入，经过很长的时间，

汉民族才逐渐改变席地而坐的习惯，从而在礼

仪、观念上带来一系列的革命。⑤凭桌坐椅作为一

种生活方式被普遍接受并确定下来，这是少数民

族对中华文化的一大重要贡献。同样，胡服也改

变了汉族社会男子的衣饰，从上衣下裳向上衣下

裤转变，深深影响汉民族的衣着服饰，堪称中国

古代服饰史上划时代的巨变。

隋唐时期的龟兹乐舞艺术对中华文化影响

很大。龟兹乐舞在萌发阶段就受到了中原文化的

影响，使用的笙箫、弹筝、鼗牢等都是传统的

汉族乐器。至隋唐时期，龟兹乐舞发展到了成

熟时期，由于唐朝营造的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

环境，龟兹乐舞盛行中原。龟兹乐对隋唐音乐

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文化生活方面，更体现在

对中原王朝的音乐理论、音乐结构编制及内容方

面。苏袛婆将“五旦七调”传入长安，促使中原

传统音乐体系发生巨大变革。隋朝时，龟兹乐被

列为宫中七部乐之一，到唐朝时被定为十部乐之

一。唐朝诗人笔下的“洛阳家家学胡乐”（ 王建

《凉州行》）；“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

①仲高：《新疆文化知识读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②向翔：《哲学文化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③ [美]罗伯特·路威著、吕叔湘译：《文明与野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页。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人民网，2019年3月19日。

⑤徐杰舜：《汉族风俗史（第一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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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乐。”（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

曲》）；“降至周隋，管弦杂曲，多用西凉；鼓

舞曲多用龟兹；宴享九部之乐，夷乐至居其七。

唐兴，仍而不改。”①反映的就是西域音乐对内地

乐风走向的重要影响。同样，龟兹舞蹈对中原地

区影响也很大。《胡旋舞》《狮子舞》《鼓舞》

等从龟兹流传内地后，因独特的风格和审美情

趣、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广受内地民众喜爱，丰

富了中原文化生活。经过不断改造沉淀，今天已

经成为中华民族节庆期间不可缺少的表演内容。

西域乐舞的东传，不仅把唐代乐舞艺术推向一个

新高潮，而且大大丰富了唐诗宋词元曲的创作源

泉。宋词元曲很多都是以西域乐舞作为填词的曲

牌，如柘枝词、苏幕遮、兰陵王、琵琶行、破阵

子等，不仅为宋词增添了多种风格和形式，也大

大拓展了宋词创作的内容。

曹衣出水、凹凸画法、屈铁盘丝是西域画

家对我国绘画技法的三大贡献。西域画家曹仲达

（公元6世纪）所绘佛像，融合印度犍陀罗艺术风

格，着力表现人体之美，被称为“曹衣出水”，

列为国画技法“十八描”之一，丰富了我国艺术

宝库。②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的凹凸画法，

通过晕染使人体富于质感和立体感，大大提高了

绘画的表现力和艺术水平；尉迟乙僧所创“屈铁

盘丝”，用笔遒劲、粗细一致、极具装饰性。这

些都是西域画家对我国画坛的重大贡献。

西域的乐舞和绘画被中原文化所包容，一

方面体现了中原汉文化强大的包容和接纳能力；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具有相通

性，西域文化无疑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与中

原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但在核心观念

上和价值取向上仍属于东方文化，属于具有地域

特色的中华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的分支。正因

为如此，西域文化才与中原文化一拍即合，交汇

融合，纳入奔腾不息的中华文化的巨流之中。这

一点，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时常被学者所忽视，

有必要作出文化基因的准确呈现。

形成于11世纪的《福乐智慧》，是古代维吾尔

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作品。《福乐智慧》中有许多关

于治理国家、安抚百姓、做人处事的哲理，“要见

贤思齐，结交贤良之士，堂堂正正做人，和众人生

活在一起”“心与口要忠诚，品行要端庄”“要做

好人要行善”等；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人类生而

无知，学而知之”“智慧好比黑夜的明灯”等，这

些哲理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

蒙元时期，维吾尔族先民畏兀儿人大量进入

元朝中央或者各级地方政府中为官做事，较为有

名的高昌亦都护、孟速思、小云石脱忽怜、哈剌

亦哈赤北鲁、塔塔统阿等29家之多③，其中先后有 

18 位畏兀儿人供职于中书省（宰相府）。④当时

西域地区的葡萄酒和名叫“纳失失”的织锦深受

元朝最高统治者的喜爱，同时元朝统治者还接受

畏兀儿人的文字，不仅加速了元朝当时社会文化

的发展，还对此后以蒙古文为基础创造的满族、

锡伯族文字也影响巨大。蒙古人第一部史学名著

《蒙古秘史》也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写就。元修

《辽史》《宋史》的纂修官多用畏兀儿人。贯云

石（阿里海牙之孙）是元代最著名的散曲作家之

一。安藏是元朝著名的翻译家，曾担任翰林学士

知制诰，精通儒释典籍，将《资治通鉴》《尚

书》《本草》等翻译成回鹘文，贡献很大。鲁明

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涉及农作物种植、栽培的

方方面面⑤，不仅对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

产经验进行了总结，也囊括了广大西域地区各民

族的生产经验，是我国农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为

农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因环境多样性而呈现

丰富多元形态。揆诸历史，秦汉以后，中华大一

统的思想逐渐形成，中原地区文化持续与周边地

区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经唐宋元明清历代发展，

①王嵘：《西域文化的回声》，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②柳用能：《新疆古代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③《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元明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209页。

④刘改宁：《元代色目人宰相群体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75页。

⑤高永久：《四海之内——民族的形成与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8—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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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文化深度融合、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中

华文化的灿烂辉煌，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艺术、哈

萨克族阿依特斯艺术、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

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等，既是各民族的

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文化的璀璨明珠。各民族文

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得中华文化内涵更加丰

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彼此借鉴，是中华

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的强大动力。①中华文化并非单

一民族创造的，而是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人

民智慧的结晶。新疆各民族文化是生活在新疆地

区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更是新疆各民族在与中

原地区交往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华文化的发展至

少说明了三点：一是我国各个民族都为中华文化

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二是文化的多样性是

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活力源泉，三是开放交往融

合是文化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

四、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

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发展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新疆各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与保护工作，坚持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加大对传统文化

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各民族间文化的交往交流

交融，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

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各级各类文化机

构、队伍、设施建设逐步建立并逐渐形成规模，

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有了长足发展，濒临灭绝的

民族文化遗产得到了及时抢救性挖掘，各民族传

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反映时代巨变的具有浓郁

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文艺作品广为流传，“歌

舞之乡”的民族文化艺术走出新疆，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尤其是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之

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党和政

府支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政策引导和推动下，

新疆各民族文化进入史无前例的繁荣发展时期。② 

1.从制度上保证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

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发展进步。交往是文化发展的

动力，保证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格局中的发展进步的重要前提是促进新疆各民族

的交往交流交融，这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

必然趋势，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新中国成

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的实行，我国真正实现了各民族在政治上

的平等。改革开放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联

系日趋紧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的共同性和依赖性越来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已经成为各族人民群众的日常行为和自觉行

动。首先，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成立

后，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

的具体国情，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制度支撑。新疆是全国5个

自治区中唯一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自

治单位俱全的民族自治地方。③目前，新疆的13

个主要民族，除汉族外，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

族等7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建立了民族自治地

方，乌孜别克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等3个少

数民族建立了民族乡。各族人民在民族区域自治

政策光辉照耀下，当家作主。新疆的各民族之间

交往空前广泛，交流空前深入，交融空前深化。

其次，加快新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

后，国家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大力帮助新疆发展经济社会事业，推进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启动19省市对口援疆工作，支持新

疆地区加快发展，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共享了改革

发展成果，夯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物质基础。

现在，新疆与内地、新疆各区域、各民族之间，

经济文化交流、人口流动愈来愈频繁，为各民族

交往创造了更多机会，带动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

交融发展。最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

入开展“三个离不开”，增强“四个意识”“五

个认同”，积极开展民族团结共建活动，创新民

族团结活动载体，新疆各民族在共居、共学、共

事、共乐的社会环境下，相互影响，吸收融合，

巩固了民族交往交流的思想基础，构筑新疆人民

①李晓霞、木拉提·黑尼亚提：《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6日。

②艾比布拉·阿布都沙拉木：《辉煌60年·新疆繁荣发展的文化事业》，《实事求是》，2015年第5期。

③曾和平：《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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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精神家园。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

民族关系不仅是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进行倡导、

推动的结果，也是随着各民族间社会交往的日益

增多，利益逐渐趋向一致，自然发展的结果。此

外，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各民族间的

交往交流交融畅通渠道。国家通用语言在新疆的

推广，对于个体而言，意味着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空间；对于新疆各民族而言，则是在中华文明的

深厚滋养中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2.从法治上保障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

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发展进步。首先，立法先行，

民族文化保护立法工作有序开展，为新疆民族文

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法

治保障。新疆的历史文化遗产众多，在漫长的历

史长河中，不同种族、不同族群、不同民族的人

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璀璨的文化，留下了弥足

珍贵的文物古迹。上至石器时代，下至近代，

这些历史文物既是新疆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的体

现，更是新疆和祖国不可分割血脉相融的历史见

证。新中国成立后，新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等上位法的法律精神创造性地制定了《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等地

方法律规范，在法治化的轨道上民族传统文化得

到了整体性的、全面性的保护。其次，大力推进文

物古籍、古迹保护修缮与整理工作。完成了濒于

失传的《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的翻译出版

工作，哈萨克族的阿依特斯艺术、柯尔克孜族的

《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的搜集整理工作

取得重大成就。截至2017年，完成古籍整理普查

共计14980种①，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众

多领域。同时，加大对高昌故城遗址、北庭故城遗

址、惠远新老古城遗址等一大批文物古迹的修缮

保护，3000余件珍贵文物被抢救性保护修复。

3.不断推动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从来不

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历史进程，发生着或

快或慢的、时显时隐的、这样那样的变化，有时

候是文化的内在特质发生变化，有时候是外在表

现方式发生变化。总之，变化是文化的恒常存在

方式，一成不变的文化反倒是不存在的。②因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提出，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首先，加大对新疆各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

族的名片和标识，党和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人

力，持续推进“中华文脉——新疆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记录工程”，仅2018年国家财政就拨付专

项资金1898万元支持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完成23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

作；创建了维吾尔族乐器、地毯和艾德莱斯绸织

造3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范

基地；命名91个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基地。新疆入选国家级、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名录的项目分别为83项、294项，国家

级、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为112

位、403位。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巨

大成就，新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了较好的保

护传承和发展。其次，扎实推进新疆各民族文化

事业的创新性发展。建设更加完备的文化服务体

系，为提高各民族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着力建设

各类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截至

2017年，全疆各地共有公共图书馆112个，博物馆

和纪念馆173个、美术馆57个、文化馆119个③，形

成了区地县乡村五级公共文化网，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体系进一步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各族百姓的

文化生活。文艺创作佳作纷呈、成果丰硕。新疆

地区各民族文化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涌现出一

大批具有代表性、高质量的优秀成果，极大满足

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了全国各

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我

们新疆好地方》等经典歌曲传唱大江南北，《冰

山上的来客》《库尔班大叔上北（下转第24页）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文化保护与发展（白皮书）》，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

②朝戈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光明日报》，2018年3月21日。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文化保护与发展（白皮书）》，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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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立场，采取的是本质主义的文化观，而文化互

动教育理念更加侧重文化的普适性，关注差异性

与共同性，强调文化互动观。当代跨文化心理学

的大量调研也表明，基础性的心理过程对于全人

类的所有成员来说是共同的，是特定文化影响了

其所属个体心理特征的实际发展和具体表现。也

就是说，不同文化对这些共同的基础性过程会产

生不同的影响，不同文化中个体行为有相似性(即

文化普同性)，也有差异性(文化特殊性)。①教师必

须拥有特定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从而帮助学生理

解知识的建构方式并对社会中不同族群关系做出

回应，对不同民族文化历史有深刻的了解，这也对

师资培养培训提出了挑战。

总之，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不仅需重新思考学校的管理制度、教师

的文化互动教育理念、课程与教学、双语教学模

式、不同文化互动态度等，还要考察社会结构、

经济发展水平、族际互动历史、居住格局、人口

规模等，以充分发挥直接的、间接的、隐性课程

意义上的民族团结教育的优势，提升民族团结教

育的效果，促进不同民族师生的文化交往交融，

实现中华文化的认同，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建构共有精神家园。
（责编  张小林）

①常永才、杜双萍、程冬冬：《文化互动胜任力:“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人才培养新课题》，《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7

第5期。

京》等优秀电影家喻户晓，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

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进入了新的繁荣发展时期。

结语

关于新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的研

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众说纷纭，缺乏共

识。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历史上西域文化历经

几次大的文化转型，“西域地区特殊的历史条件

和文化地理造成的文化断层、文化整合的困难以

及文化传统的无法一以贯之的客观现实，使我们

在概括西域文化特质时显得犹豫不决。”①二是

由于分裂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干扰和破坏，致

使部分学者在专业研究上缺乏正确的政治导向。

长期以来，在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研究上，存在强

调特殊性而忽略普遍性，强调地域性而忽略整体

性，强调西方外来文化影响而忽略与中华文化的

母体关联等错误倾向，这些问题，给新疆意识形

①尚衍斌：《西域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态领域造成比较恶劣的影响，对新疆地区“五个

认同”的提升，对新疆各民族人民群众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造成了严重干扰。从本质上讲，

新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问题，不仅

仅是学术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正确看待

新疆各民族文化问题事关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问题，事关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实现，

事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迫切而紧要。站

在什么样的视野下看待新疆各民族文化决定了看

待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格局，有大视野才能有大格

局，只有站在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视野下，才能看

到新疆各民族文化产生发展、繁荣兴盛的动力源

泉与内在机理，才能看到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

文化的滋养下日益繁荣与昌盛。只有把中华文化

始终作为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

神家园，才能促进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责编  觉理）

（上接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