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会动态
YANJIUHUIDONGTAI敕勒川文化

35

  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党政向呼和浩特民族学
院图书馆赠书

“高校是培育文化自觉的核心阵地，研

究会的学术成果走出书斋，也成为青年

学生们感知文化血脉的窗口。”在内蒙

古大学图书馆的捐赠仪式上，该校工作

人员感慨：“《敕勒川文化》丛书中收

录的众多史料，为校园研究充实了一部

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键证

据，这是课堂教学难以企及的鲜活材

料。”

向高校赠书的行动，其意义远不止

于送书上门，受赠的高校代表们均希望

今后双方能同步推出学术活动。为此，

研究会今后也将积极与广大高校建立联

系，共同为地域文化发展及自治区文化

建设做出贡献。

敕勒川文化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

明交融的典型代表，文化中包含有草原

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众多文化

元素，是北疆文化的重要支撑，更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光辉、灿烂的一颗

明珠。多年来，研究会众多学者尽其所

能，共同致力于系统性挖掘、整理文化

遗产，已形成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体系。

自2018年起提出“横向拓宽，纵向延

伸”的文化研究发展思路后，不断突破

研究学科和研究领域以及地域局限，将

文化的关联性与应用性深度融合，让文

化得以活化传承。此次开展赠书活动，

既是学术资源的横向共享，更是研究纵

深的战略延伸。在“横向拓宽”层面，

名誉会长伏来旺的个人专著《敕勒川翁

诗集》以诗词的形式赞美了敕勒川，歌

颂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其中，《可爱的

家园敕勒川》被音乐制作人创作成歌

曲，广为传唱，进一步丰富了敕勒川文

化的传播形式。《他山攻玉》中，作者

总结全国各地文化发展的经验，为内蒙

古的文化旅游规划提供借鉴。而在“纵

向延伸”维度，研究会计划与各旗县区

启动“乡村历史记忆工程”，倡导会员

开展契约、家谱、口述史的挖掘与整

理，填补敕勒川地区在社会史研究方面

的不足。总之，希望通过努力，构建起

地域文化传承生态圈，让学术成果在普

及过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党政在赠书仪式上接受
包头融媒体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