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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疆自古就是多文化、多民族生活的地区ꎬ其中绿洲文化是当代维吾尔族

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ꎮ 本文以维吾尔族源为线索ꎬ梳理不同时期的绿洲文化及其特点ꎬ
在空间上ꎬ以“西域”区域内的古代诸民族文化到回纥时期的草原文化以及蒙古草原文

化的注入为论述重点ꎬ探讨不同时期的文化对新疆绿洲文化的影响ꎮ 维吾尔民族源远

流长的绿洲文化其基本精神是开拓进取、自由开放和诚信朴实的ꎬ其变迁反映了这个民

族适应自然、追求文明的表征ꎬ文化的变迁中包涵有一种百折不回的韧性、一种坚韧不

拨的顽强精神、一种包容和变革的创新意识ꎮ
〔关键词〕新疆ꎻ绿洲文化ꎻ影响ꎻ特点

新疆绿洲文化是活跃在新疆的诸多民族在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

创造的、以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生态型文化ꎬ是一种由多元因素构筑而

成的开放、动态的文化ꎬ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ꎮ〔１〕 维吾尔族现在是绿洲农耕民

族之一ꎬ但其民族文化中存在大量的草原文化和农耕基因ꎬ这既有历史的传承ꎬ
也有地理条件的限制ꎮ 有许多曾在西域从事游牧生产的民族都融入到了维吾尔

民族的影响之中ꎬ他们必将其占统治地位的草原文化或多或少遗存在维吾尔族

的文化生活中ꎮ 阿勒泰山、天山、昆仑山的山谷地带有大量适宜放牧的草场ꎬ这
些地方不适合农耕ꎬ至今仍有一部分维吾尔人在此从事畜牧业生产ꎮ

准噶尔盆地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激烈争夺的天然草场ꎬ历史上曾有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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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然、突厥、蒙古等民族在此建立政权ꎮ 这些民族在力量衰减后一部分向南迁

徙ꎬ最后融入新疆广阔草原文化之中ꎮ 在准噶尔盆地游牧的草原民族都曾和维

吾尔先民有大量交往或者曾统治过西域大部分地区ꎬ他们的文化肯定会对维吾

尔民族文化习俗产生影响ꎮ

一、新疆绿洲文化是西域历史文化的继承

天山、阿勒泰山、昆仑山等地都发现了持弓箭的人和各种动物的狩猎岩画ꎬ
这说明当时的经济是游牧经济ꎬ人们通过刻岩画祈求畜牧的丰产ꎮ〔２〕 这些岩画

作者的后代大部分都融入到了维吾尔民族中ꎮ 部分游牧于准噶尔盆地边缘的塞

人、乌孙人、月氏人和部分游牧于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羌人、车师人融入到维吾尔

民族中ꎬ其草原游牧文化也会或多或少地遗存到所融入的民族中ꎮ 乌孙人、月氏

人原先游牧在河西走廊ꎬ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向西迁徙到伊犁河流域ꎬ他们的迁

徙导致了游牧民族塞人南下建立休循国、捐毒国ꎮ
塞人是游牧和狩猎并重的民族ꎮ 在公元前 ５ 世纪左右的巴泽雷克墓葬中出

土的塞人饰物ꎬ表现最多的是各种动物ꎬ如马、绵羊、牛、骆驼、鹿、狮、熊、鹰、蛇
等ꎮ〔３〕一般来说ꎬ因为不断迁徙ꎬ游牧民族喜欢携带方便且贵重的黄金ꎮ 塞人的

金属加工技艺很高ꎬ加工大量富有特色的金器ꎬ纯度也很高ꎮ〔４〕 和田出土的中世

纪文书ꎬ其语言与塞语有密切关系ꎮ〔５〕

乌孙 “不田作种树ꎬ随畜逐水草ꎬ与匈奴同俗ꎮ 国多马ꎬ富人至四五千

匹”ꎮ〔６〕生活是“穹庐为室兮毡为墙ꎬ以肉为食兮酪为浆”ꎮ〔７〕 其饮食、衣服、住房

都使用畜牧业产品制作ꎬ衣着与匈奴人“衣其皮革ꎬ被荫裘”的习俗完全一致ꎮ
月氏“行国也ꎬ随畜移徙ꎬ与匈奴同俗” 〔８〕ꎬ“多好马ꎬ有大尾羊” 〔９〕ꎮ 伊犁河

流域较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为月氏人发展畜牧、狩猎和部分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

条件ꎬ其牧养的牲畜主要以马、牛、羊为大宗ꎮ 月氏实行“蒸母”“报嫂”的收继婚

俗ꎮ 月氏葬俗中ꎬ殉牲为一大特点ꎬ以殉羊为大宗ꎬ其次是马、牛ꎬ多则 １０ 余具ꎬ
少者 １ 具ꎬ大都置于墓葬填土的右前方ꎬ头部一致向北ꎮ〔１０〕«凉州记»记载月氏人

“夏写酪不用器物ꎬ刈草著其上不散ꎮ 酥特好ꎮ 酪一斛得升余酥ꎮ” 〔１１〕可见ꎬ月氏

人经常将畜乳加工成奶酪、酥油、干奶酪等各种制品ꎮ
塔里木盆地边缘的游牧国有无雷、桃槐、蒲犁、山国、婼羌、东且弥等 ２１ 国ꎬ

这些游牧国“其种类羌氐行国ꎬ随畜逐水草往来” 〔１２〕ꎬ“衣服类乌孙”ꎬ大都是羊

毛编织和羊皮缝制的ꎬ“养牦牛、羊、猪以供食ꎬ不知稼穑” 〔１３〕ꎮ 春、夏、秋三季转

徒草场的时候一般居住在用牦牛毛或羊毛缝成的帐篷里ꎮ 冬季住在各牧场的平

顶土屋里ꎮ 土屋用红柳树枝编成围墙ꎬ外涂草泥ꎬ有别于乌孙和匈奴ꎮ〔１４〕

匈奴强盛时直接统治天山以北草原ꎬ西域诸民族都曾受其控制ꎬ那么他们必

然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ꎮ 匈奴人“逐水草迁徒ꎬ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 〔１５〕ꎬ牲畜

是他们的主要财富和生活资料ꎬ而且也是主要的生产资料ꎮ 牲畜的数量之多是

其他民族所不能相比的ꎮ 狩猎在匈奴的经济生活中也占重要地位ꎬ匈奴人“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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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羊ꎬ引弓射鸟鼠ꎻ少子则射狐兔ꎬ用为食” 〔１６〕ꎬ不分社会地位高低进行联合围猎ꎮ
秦汉时期西域诸民族的绿洲文化并不是单一的ꎬ有的以游牧为主农耕为辅ꎬ

有的以农耕为主游牧为辅ꎬ有的逐渐转化为单纯的农耕文化ꎮ 月氏西迁中亚后ꎬ
在大夏居民的影响下ꎬ逐渐适应了以农业为主ꎬ畜牧业为辅的社会经济模式ꎮ 其

饮食也有了转变ꎬ以粮食和肉食并重ꎬ并辅以各种水果、蔬菜ꎮ〔１７〕 极少数的塞人

从事农业生产ꎬ主要种植黍并采集大麻做烟草ꎮ〔１８〕

秦汉时期西域诸民族的绿洲文化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ꎬ准噶尔盆地周边草

场众多ꎬ游牧方便ꎬ但在干燥、多风沙的塔里木盆地边缘草场较少ꎬ畜牧业生产存

在困难ꎮ 塞人、乌孙、月氏等民族都有部分从伊犁河流域迁徙到南疆地区ꎬ在地

域环境影响下由游牧转变为绿洲农耕ꎬ其文化形态也发生较大变化ꎮ 虽然塔里

木盆地边缘居民大多以农耕为主ꎬ但由于受到外来游牧民族的影响ꎬ这些游牧民

族或者曾统治该地ꎬ或者融入当地居民中ꎬ其文化习俗必然或多或少遗留在后世

的文化生活中ꎬ笔者认为这是后世西域居民能够较快接受和适应不同迁入民族

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公元 ８ 世纪游牧于漠北草原的回纥人曾建立过强大的回纥汗国(７４４ － ８４０

年)ꎮ 汗国瓦解后ꎬ分三支西迁ꎮ 西迁后一部分回鹘人曾以吐鲁番为中心ꎬ联合

当地操焉耆龟兹语的民族ꎬ建立了高昌王国ꎮ 以后又融进了古代中亚一些民族

及吐蕃、契丹、室韦等民族成分ꎬ逐渐形成了维吾尔族ꎮ
９ － １２ 世纪ꎬ维吾尔族社会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ꎬ游牧经济逐步转为农业经

济ꎮ 天山南北的绿洲上人口稠密、商业发达ꎮ １２ 世纪末ꎬ伊斯兰教逐渐取代了

维吾尔族世代信奉的萨满教、摩尼教及在天山南北流行的景教、祅教、佛教等宗

教ꎮ 伊斯兰教化推动了维吾尔族社会的统一和文化的发展ꎮ 从 １２ 世纪起维吾

尔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契丹人建立的西辽政权控制ꎮ
１３ 世纪ꎬ蒙古兴起ꎬ取代了西辽的统治ꎬ维吾尔族人民又归蒙古察合台及其

后裔建立的察合台汗国统辖ꎮ １５ 世纪在塔里木南缘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维吾尔

族为主体的地方政权ꎬ史称“叶尔羌汗国”ꎮ １７ 世纪下半叶ꎬ蒙古卫拉特准噶尔

部控制了汗国实权ꎮ １８ 世纪中ꎬ清朝为统一全国ꎬ派大军平定了准噶尔贵族的

叛乱ꎮ
１７６２ 年清朝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ꎬ又在该地区实行郡县制、扎萨克制

和伯克制ꎬ采取兴办屯垦、发展商贸、降低税率等一系列措施ꎬ维吾尔族社会因而

有了较大发展ꎮ １８８４ 年维吾尔人民居住的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正式成为清朝的

行省ꎮ 维吾尔族人民与祖国大家庭的关系进一步密切ꎮ
其实维吾尔族的形成和发展同人类社会许多民族一样ꎬ曾经经历了复杂而

漫长的历程ꎮ 维吾尔族的先民丁零、铁勒、高车和回纥人(后称回鹘人)曾先后

融合了漠北草原和中亚属于不同语系和人种的古代部族ꎬ在融合的过程中吸取

了活动在新疆的古代东伊朗语诸部(即通常所说的塞人)、吐火罗人、粟特人和

其他突厥部族的文化ꎬ最后形成现代维吾尔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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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疆绿洲文化是西域历史文化的融合

维吾尔民族的重要族源是曾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回鹘人ꎮ 回鹘原名回纥ꎬ唐
贞元四年(７８８ 年)改称回鹘ꎬ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ꎮ 其历史向上可以追溯至

两汉时活动于漠北高原的高车丁零ꎬ“回纥ꎬ其先匈奴也ꎬ俗多乘高轮车ꎬ元魏时

亦号高车部” 〔１９〕ꎮ “高车ꎬ盖古赤狄之余种也ꎬ初号为狄历ꎬ北方以为敕勒ꎬ诸夏

以为高车丁零迁徒随水草ꎬ衣皮食肉ꎬ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ꎬ唯车轮高大ꎬ辐
数至多”ꎮ〔２０〕 其风俗 “战则与家产并至ꎬ奔则与畜牧侵逃ꎬ不安资粮而饮食

足ꎮ” 〔２１〕“蹲踞媟黩ꎬ无所忌避ꎮ 婚姻用牛马纳聘ꎬ以多为荣持马酪熟肉节

解ꎮ 主人延宾亦无行位ꎬ穹庐前丛坐ꎬ饮宴终日ꎬ复留其宿ꎮ 俗不洁净ꎮ 喜致震

霆ꎬ人持一束柳枝回ꎬ曲竖之ꎬ以乳酪灌焉ꎮ 妇人以皮裹羊骰ꎬ戴之首上ꎬ萦
屈发髾而缀之ꎬ有似轩冕ꎮ” 〔２２〕

回纥隋唐时是突厥别部ꎬ史书曾称其为袁纥、韦纥ꎬ其民“居无恒所ꎬ随水草

流移ꎮ” 〔２３〕在回纥的畜群中最多的是羊ꎬ但最重要的是马ꎬ回纥马体型中等ꎬ长于

奔驰ꎮ 马既是回纥人的交通工具又是作战装备ꎬ还提供马奶、马肉、马皮等生活

资料ꎮ 回纥人用马同唐朝交换粮食、丝绸和茶叶ꎬ “始回纥入朝ꎬ始驱马市

茶ꎮ” 〔２４〕家庭手工业以制毡、鞣皮、马具为主ꎮ 作为铁勒一支的回纥婚俗与突厥

不同ꎬ“丈夫婚毕ꎬ便就妻家ꎬ待产乳男女ꎬ然后归舍”ꎮ 葬俗也与突厥有大的差

异ꎬ回纥“死者埋殡之”ꎬ而突厥火葬ꎮ〔２５〕

唐开成五年(８４０ 年)漠北回鹘被黠戛斯击败ꎬ大部西迁西域ꎮ 部分西迁回

鹘人投奔葛逻禄ꎬ后以喀什噶尔为中心建立了黑汗王朝ꎬ举国改信伊斯兰教ꎬ由
游牧民逐渐转变为农民ꎮ〔２６〕部分西迁回鹘人进入原唐朝高昌地区ꎬ建立高昌回

鹘王国ꎮ 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ꎬ从而宣告南疆塔里木盆地民族变迁的一个新

时期的到来ꎮ〔２７〕高昌回鹘西迁之初ꎬ汇集在天山东段准噶尔盆地边缘的山麓草

原上逐水草放牧ꎬ畜牧业仍很发达ꎬ主要养马ꎮ 高昌王、王后、太子各有马群ꎬ在
平原放牧ꎬ前后相继长达 １００ 多公里ꎬ以毛色分群ꎬ不知其数ꎮ 贵族食马肉ꎬ平民

食羊及野鸭、雁等ꎮ〔２８〕高昌回鹘既有本身独特的文化ꎬ也颇受高昌地区传统汉文

化的影响ꎬ因“高敞(昌)本汉土” 〔２９〕ꎮ ９ 世纪末ꎬ高昌回鹘的主体生产方式逐步

转入定居农业ꎬ形成了以农业为主ꎬ畜牧业、商业并重的社会经济结构ꎮ 受往日

游牧习俗的影响ꎬ定居的回鹘人也没有切断和畜牧业的联系ꎬ“俗好骑射”ꎬ饮食

上离不开肉、奶及其制成品ꎬ外出习惯以马、驴代步ꎮ 高昌回鹘喜欢将乘骑的马

饰以大大小小的缨络、小铃和皮条ꎬ装饰得非常华丽ꎮ〔３０〕单轴高轮马车也是他们

常用的交通工具ꎬ车厢上有拱形顶篷ꎬ前、后只用布幔遮着ꎮ〔３１〕 无论是高昌回鹘

人ꎬ还是哈刺汗朝人ꎬ都喜欢食用马肠ꎬ进餐时使用餐巾ꎬ用羹匙喝流质食物ꎬ用
餐刀吃肉ꎬ这些都是对以前草原文化生活的传承ꎮ

西迁后ꎬ回鹘人要对高昌农区城镇的不同民族进行有效管理ꎬ就不能实行漠

北时期游牧式管理机制ꎮ 东天山面积有限的牧场和回鹘人口的增长也存在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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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矛盾ꎬ需要他们转变生产方式ꎮ 尽管高昌回鹘人的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改

变ꎬ但对其前辈的草原文化还有较多的继承和保留ꎮ 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

接受外来宗教以前ꎬ几乎都有一个多神祟拜和信仰萨满教的历史过程ꎬ高昌回鹘

人也不例外ꎬ尤其是萨满教对回鹘人的影响既持久又深厚ꎮ〔３２〕 高昌回鹘存在根

据传统进行统治的思想:回纥君主被颂扬为“上天”或“月亮神赐予神授能力”ꎬ
高昌回鹘君王也被赞美为“太阳神和月亮神赐予神授能力”ꎮ〔３３〕

回鹘西迁时ꎬ唐朝原高昌郡的大量汉人 “人心苍忙ꎬ收拾不着ꎬ不得本

来” 〔３４〕ꎬ这些人及其文化都融入到了回鹘人及其文化中ꎮ 从吐鲁番出土的«工笔

画»木板印刷物碎片旁附有汉文名字和称号ꎬ回鹘贵族男子的帽子都用一根红

带子像汉人一样系在下巴ꎮ〔３５〕

高昌还有许多善于经商的粟特人ꎮ 畜牧业经济离不开商业的辅助ꎬ回鹘人

在漠北时粟特商人就曾经营回鹘同唐朝之间的“绢马贸易”ꎮ 西迁后ꎬ高昌地处

丝绸之路的要冲ꎬ回鹘人受粟特文化的影响ꎬ也染上了不少商业气息ꎮ
高昌回鹘人既继承了自身的草原文化传统ꎬ又对其他民族文化在吸收基础

上有所创新ꎬ形成了一种游牧、农耕、商业并重的独特文化ꎬ也正是这种文化使其

依旧保持民族特色并使该地区“回鹘化”ꎬ推动了西域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融

合ꎬ没有像大多数北方民族放弃游牧生产方式后被农耕民族同化ꎮ
新疆绿洲文化是以维吾尔人为主体的在适应地域环境和生产方式上产生的

文化类型ꎮ 这种文化吸收融合了原西域各民族的文化因素ꎬ在该民族适应自然

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ꎬ由草原文化过渡到以农耕文化为主、草原文化为

辅的独特绿洲文化ꎬ这种文化类型中还遗存着不少的草原文化因子ꎮ 维吾尔民

族源远流长的草原文化其基本精神是开拓进取、自由开放和诚信朴实的ꎬ其变迁

反映了这个民族适应自然、追求文明的表征ꎬ文化的变迁中包涵有一种百折不回

的韧性、一种坚韧不拨的顽强精神、一种包容和变革的创新意识ꎮ 这就是维吾尔

民族至今还保持了相当多的草原文化传统ꎮ 维吾尔民族这种具有深厚草原文化

传统的现象ꎬ其实还是这个民族的历史和具体的生存环境决定的ꎮ 维吾尔先民

在西迁之前ꎬ主要都是突厥语族部落中强悍的游牧部落ꎬ经历过长期的草原游牧

生活ꎬ也曾经在蒙古草原建立过比较强大的联盟政体和一定规模的城郭ꎬ成就过

相对发达的草原文化ꎬ因此ꎬ这个民族血液里天生的草原文化成分ꎬ并不可能一

下子就淡化干净ꎻ二是由于西迁后定居自然环境的恶劣ꎬ决定了这个民族固有的

草原文化传统还有用武之地ꎻ三是因为在民族形成过程中伊斯兰教文化的作用ꎬ
促使该民族继续吸收了不少草原游牧部落加盟其中ꎬ使民族整体的草原文化传

统得到了有效延续ꎮ

三、新疆绿洲文化是西域历史文化的创新

蒙古兴起后ꎬ以高昌为中心的回鹘亦都护王国和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

汗王朝ꎬ在蒙元帝国的大一统局面下最终以畏兀儿化而定型ꎬ这是维吾尔民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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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漫长的族体过程中所经历的极为独特的一个重要阶段ꎬ也是回鹘人后裔同雅

利安人后裔在塔里木盆地上的一次大融合过程ꎮ〔３６〕 蒙元时期ꎬ天山以南先是由

中央直辖ꎬ天山以北分属几个藩王的汗国和高昌畏兀儿亦都护辖区ꎮ 后来察合

台汗国兴起ꎬ几乎统治了整个西域ꎮ 蒙古汗国内部管理体制ꎬ最初带有浓厚的草

原游牧社会色彩ꎬ元政府为保护畜牧业的发展ꎬ“下令禁畏吾地禽兽孕孽时牧

猎” 〔３７〕ꎮ 可见ꎬ以农业为主的畏兀儿人也颇重视狩猎和畜牧业ꎬ以致于破坏了环

境ꎬ政府才进行控制管理ꎮ
明朝时期西域平原和绿洲地带的主要的经济形式以农业为主ꎬ临近山区的

经济形态仍然是以畜牧业为主ꎮ 天山北部的别失把力地区“不建城郭宫室ꎬ居
无定向ꎬ惟顺天时ꎬ逐趁水草ꎬ牧牛羊以度岁月ꎬ故所居随处设帐房ꎬ铺毡ꎬ不避寒

暑ꎬ坐卧于地饮食惟肉酪ꎬ间食米面ꎬ希有菜蔬ꎬ少酿酒醴ꎬ惟饮乳汁ꎮ 不树

桑麻ꎬ不务耕织ꎬ间种穄麦ꎬ及为毛布ꎮ” 〔３８〕 各农业区也还有大量的游牧民ꎬ察合

台系诸王混战时期ꎬ一个在西域的外国人说“自战乱之后ꎬ居民逃散ꎬ庐会为墟ꎮ
远远望去ꎬ似乎见到一个建筑得很美的村庄ꎬ周围郁郁葱葱ꎻ但当你走到跟前ꎬ希
望能见到村民时ꎬ却只有断垣残壁ꎮ 这里只剩了不多的游牧人ꎬ并不种地ꎮ 原野

上除了牧草之外ꎬ别无农作物ꎮ” 〔３９〕明朝人记述吐鲁番“人以种植、田猎为业ꎬ帐
族散处” 〔４０〕ꎬ“秋冬居城郭ꎬ春夏随水草孳牧ꎬ或山川种田ꎬ或打围射猎”ꎮ〔４１〕统治

天山南部的东察合台汗国境内于阗“马多骏ꎬ还有骡、独峰驼”ꎮ〔４２〕察合台系统王

公贵戚每年围猎ꎬ随从人员动辄数千人ꎬ叶尔羌汗国赛德汗曾一次就分给海答儿

１. ５ 万只羊ꎮ〔４３〕

天山以南发展畜牧业的条件有限ꎬ“由于畜群繁殖ꎬ哈实哈儿(喀什噶尔)的
平原和山区的牧场已经不敷应用了ꎮ” 〔４４〕许多蒙古人不得不放弃游牧ꎬ从事农业

生产ꎮ 东察合台汗秃黑鲁帖木儿在位时强制 １６ 万蒙古臣民皈依伊斯兰教ꎬ其后

元朝时留在新疆的蒙古人逐步融合于畏兀儿人ꎬ现代维吾尔民族最终形成ꎮ 在

这个过程中ꎬ一部分不愿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被迫不断迁徙ꎬ直到 １５ 世纪才

皈依穆斯林ꎬ与当地各民族交融ꎬ成为维吾尔族的分支ꎬ俗称刀郎人ꎮ〔４５〕 刀郎人

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以及语言特点又与其他维吾尔族人有所不同ꎬ其民间舞蹈

麦西来普动作刚劲、豪迈、激昂、奔放ꎬ节奏性强ꎬ具有浓郁的草原情调ꎬ与蒙古族

的倒喇舞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ꎮ〔４６〕 到了清朝初期ꎬ大部分维吾尔族人成为

农民ꎬ畜牧业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成为副业ꎮ
蒙古瓦剌部西迁时ꎬ统治西域的仍是察合台系后裔宗王ꎬ他们同瓦剌人“同

宗骨肉”“本同族类”ꎮ〔４７〕双方既有冲突ꎬ也有各种形式的交往ꎮ 明末清初ꎬ西蒙

古准噶尔部征服了天山南北ꎬ统治大部分西域地区ꎬ其文化习俗不可避免地会影

响到统治下的维吾尔族民众ꎮ 维吾尔族人民为了躲避准噶尔贵族的赋税勒索ꎬ
曾将牛羊放进深山ꎮ〔４８〕清朝将军兆惠带兵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ꎬ听说小和卓的

马群在南山放牧ꎮ〔４９〕乌什阿奇木伯克阿不都拉曾强买马匹和牛羊ꎮ〔５０〕 可见ꎬ畜
牧业生产在维吾尔群众中仍很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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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期是回鹘草原文化过渡到维吾尔绿洲农耕文化的时期ꎬ蒙古草原文

化的注入为促成这一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ꎬ因而维吾尔族的绿洲文化当中保留

了大量的草原文化因子ꎮ 明末清初蒙古瓦剌部的文化冲击是这些草原文化因子

得以传承到现在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传承到现在的草原文化因子仍在物质文化层

面和精神文化层面对维吾尔族群众发挥着影响ꎬ影响着其衣食住行的偏好ꎬ也是

塑造其粗犷豪放文化性格的重要原因ꎮ 可见ꎬ传承到现在的维吾尔民族草原文

化是其文化多样性的表现ꎬ也是塑造其文化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ꎮ
新疆绿洲文化的伦理思想是以天人和谐相处为根本特质的ꎬ不仅含有丰富

的处理人与自然的精神文化资源ꎬ而且具有这方面实践活动和实际经验以及这

一实践活动结下的丰硕果实ꎮ 在新疆这样一个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地方ꎬ当我

们以历史的目光审视新疆草原经济与文化时ꎬ特别是新疆的各种生态环境基本

得到保护ꎬ形成我国西北的一道有力生态屏障ꎬ为保护国家生态安全发挥着日益

重要作用的时候ꎬ我们不能不有更深刻的历史感悟ꎮ
新疆绿洲文化对当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ꎬ新疆绿洲文化传统固有的

先进生态理念彰显出新的生命力和价值ꎬ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ꎬ实为不可多得的思想源泉ꎮ 其次ꎬ新疆绿洲文化传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在认同和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对各民族

文化的不断延续和发扬光大ꎬ这对增强民族凝聚力ꎬ促进民族大团结ꎬ构建各民

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社会ꎬ无论怎样都是不过分的ꎮ 再次ꎬ在当今文化与经济

相互交融、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的时代ꎬ新疆绿洲文

化传统在新疆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显出来ꎬ已经成为新疆文化生

产力的重要内容ꎮ 长期以来ꎬ人们片面强调文化的认知功能、教化功能和审美功

能ꎬ使文化的发展受到局限ꎬ越来越书斋化和意识形态化ꎮ 我们现在应该转变观

念ꎬ认真梳理新疆绿洲文化传统与现代物质文明之间的关系ꎬ把草原文化作为一

种新型文化产业加以有效利用、开发和建设ꎮ 事实上ꎬ新疆绿洲文化已寓于文化

旅游业、文艺演出业、文化娱乐业、广播影视业等文化产业中ꎬ成为新疆经济社会

发展的亮点ꎬ表现出巨大的潜力和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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