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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rocess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Naadam,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culture, is becoming a new position to cast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role of Mongolian Nadam in form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Through the four key 
elements of strengthening cultural identity, promoting national unity, dri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policy systems, 
Naadam activities not only show the cultural charm of the diverse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The promotion path includes deepening cultural connotation, broaden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consolidating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iming to build the spiritual home of the 
Chinese nation’s sense of community with the Nadam as a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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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蒙古族那达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
及推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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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加速，那达慕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正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阵地。
论文探讨了新时代蒙古族那达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强化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带动经济
发展及完善政策制度四大关键要素，那达慕活动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魅力，还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
融。推进路径包括深化文化内涵、拓宽交流渠道、夯实经济基础及强化制度保障，旨在以那达慕为桥梁，共筑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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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他拉都古楞（1987-），男，蒙古族，中国内

蒙古赤峰人，在读博士，从事少数民族品牌文化研究。

1 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国家

发展的重要任务。蒙古族那达慕作为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已逐渐成为展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

2 蒙古族那达慕的文化意义

蒙古族那达慕的文化意义深远而丰富，它不仅仅是一场

盛大的文体娱乐活动，更是蒙古族历史文化、民族精神和民

族认同的重要体现。那达慕，蒙古语意为“娱乐、游戏”，

蕴含着蒙古族人民对丰收的喜悦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一传统

节日，承载着蒙古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是

蒙古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和民族情感的寄托。在那达慕大会上，

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体育项目不仅展示了蒙古族人民的

英勇善战和精湛技艺，更体现了蒙古族人民坚韧不拔、勇往

直前的民族精神。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生

活，也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那达慕大会还是

蒙古族人民展示自己独特文化魅力和民族风情的舞台，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和参与，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

融合。蒙古族那达慕不仅是蒙古族人民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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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时代蒙古族那达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关键要素

3.1 文化认同的强化
那达慕活动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民族特色，

成为各民族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通过那达慕，

不同民族的人们能够近距离感受到蒙古族文化的魅力，理

解并尊重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这种文化认同的强

化，不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加深了各族群

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和归属感。在共同的文化体验和

传承中，各民族人民的心灵得以拉近，共同的文化记忆得以

延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得到巩固和

深化。

3.2 民族团结的促进
新时代蒙古族那达慕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作为一场跨越民族界限的盛会，那达慕以其包

容性和开放性，吸引了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参与者。

在活动中，各民族人民共同参与、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形

成了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项目不

仅展现了蒙古族人民的英勇与智慧，也为其他民族提供了展

示自己风采的舞台。这种跨民族的交流与互动，不仅加深了

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还促进了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信

任。在那达慕的欢声笑语中，民族团结的纽带被紧紧相连，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与和谐得以生动展现。

3.3 经济发展的带动
那达慕这一传统盛事不仅是文化的盛宴，更是经济活

力的催化剂；随着那达慕知名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游客和

投资者被吸引至此，为当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旅游

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繁荣，

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同时，那达

慕还促进了特色产品和手工艺品的销售，推动了地方经济的

多元化发展。这种经济上的良性循环，不仅提升了当地人民

的生活水平，也为那达慕的持续举办和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一步彰显了其作为经济推动力的独特

魅力。

3.4 政策与制度的保障
新时代蒙古族那达慕的成功举办与持续繁荣，离不开

政策与制度的坚实保障；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那达慕的文化传

承与经济发展双重价值，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与管理制

度，为那达慕的顺利举行提供了有力支撑。政策层面，政府

通过资金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和支持那达慕活动的

举办，保障其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同时，加强了对

那达慕活动组织者的培训和指导，提升了活动的专业性和规

范化水平。制度方面，建立健全了那达慕活动的安全监管、

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制度体系，确保活动在有序、

安全、环保的轨道上运行。这些政策与制度的保障，不仅为

那达慕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活动中的体现，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和谐

共生与繁荣发展。

4 新时代蒙古族那达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推进路径

4.1 深化文化内涵，强化文化认同
蒙古族那达慕作为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

其深化文化内涵、强化文化认同的推进路径显得尤为关键。

这一路径旨在通过挖掘和展现那达慕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底

蕴，促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知与情感共鸣，从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文化内涵，意味着要深入挖掘

那达慕背后的历史故事、民族传说和文化象征，将其与现代

审美相结合，使这一传统活动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例如，

在赛马项目中，可以引入对蒙古马精神的解读，讲述蒙古马

在草原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以及它如何代表着蒙古族人民的

坚韧不拔和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这样的解读不仅丰富了赛

马项目的文化内涵，也让参与者在竞技中感受到文化的力

量，增强了文化认同。强化文化认同还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的

文化展示和交流活动来实现。那达慕期间，可以举办民族文

化展览、民族服饰秀、民族歌舞表演等，让游客和参与者近

距离感受蒙古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还可以邀请其他民族的艺

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参与那达慕活动，共同创作反映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文化的文艺作品，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了解和尊

重。通过这些努力，那达慕将不再仅仅是一场体育竞技和娱

乐盛宴，而是一个展示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促进民族团结

和认同的重要舞台 [1]。在这个舞台上，各民族人民共同欢聚、

共同庆祝，分享着彼此的文化成果和民族情感，进一步加深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

4.2 拓宽交流渠道，促进民族团结
拓宽交流渠道、促进民族团结是蒙古族那达慕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之一。这一路径旨在打破地域

和民族界限，通过多样化的交流方式，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

解和友谊，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氛围。拓宽交流

渠道，意味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打破传统交流模式

的限制，使那达慕的影响力超越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例如，

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直播那达慕的盛况，让无

法亲临现场的观众也能感受到现场的热烈氛围和民族文化

的魅力。并且还可以建立线上交流平台，邀请各民族的文化

学者、艺术家和普通民众参与讨论，分享各自的文化体验和

见解，促进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那达慕还可以积极与国内

外其他民族节庆活动进行联动，通过互访、展览、演出等形

式，加强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例如，可以邀请其

他民族的代表团队参加那达慕，共同展示各自的文化特色和

艺术成果，增进相互了解和尊重。同时，也可以组织那达慕

代表团前往其他民族地区，参与当地的节庆活动，学习借鉴

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节庆经验。通过这些努力，那达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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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汇聚各民族智慧与力量的平台，促进各民族之间的

交流与融合 [2]。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逐渐认识到，尽管各

民族在语言、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都共同属于中华民族

这个大家庭，拥有着共同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家园。这种认识

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在团

结奋斗中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4.3 推动经济发展，夯实物质基础
推动经济发展、夯实物质基础是蒙古族那达慕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路径不仅关注那达

慕活动本身的经济效应，更着眼于通过其带动的产业链发

展，促进地区经济的全面繁荣，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提

供坚实的物质支撑。那达慕作为蒙古族的传统盛会，其独特

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活动内容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与和

观赏，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收入。例如，随着那达慕知

名度的提升，周边地区的餐饮、住宿、交通等服务业蓬勃

发展，为当地居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那达

慕还带动了特色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的销售，促进了当地农

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链。为了进

一步推动经济发展，那达慕活动组织者可以积极探索多元化

的发展模式。比如，可以引入现代商业运作模式，对那达慕

进行品牌化、市场化运作，提升活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

可以加强与旅游企业的合作，共同开发那达慕旅游线路和产

品，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从而增加

旅游收入。那达慕还可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桥梁。通

过加强与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共

同开发旅游资源，打造跨区域的旅游品牌，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种经济上的紧密联

系，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

在共同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推动经济发展、夯实物质基础

是蒙古族那达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3]。通

过发挥那达慕的经济效应，促进地区经济的全面繁荣，为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撑，也为各民族的团

结奋斗和共同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4.4 完善政策制度，强化保障措施
完善政策制度、强化保障措施是确保蒙古族那达慕活

动持续健康发展，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后

盾。这一路径聚焦于政策环境的优化与制度体系的健全，旨

在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和有效管理，为那达慕活动的成

功举办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政策制度的完善，体现

在对那达慕活动的整体规划上。政府应出台长远发展规划，

明确那达慕活动的定位、目标和任务，确保其在传承民族文

化、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还

可以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和配套政策，包括资金扶持、税收

优惠、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为那达慕活动的举办提

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在制度体系建设方面，应注重法律法

规的健全和完善。例如，可以制定或修订相关法规，明确那

达慕活动的组织管理、安全保障、文化传承等方面的要求和

标准，确保活动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运行。还可以建立健全

监管机制，加强对那达慕活动的监督和管理，确保活动的质

量和安全。强化保障措施还包括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

务水平。政府应加大对那达慕活动举办地的投入，改善交通、

通讯、住宿等基础设施条件，为游客和参与者提供便捷、舒

适的环境。还要加强公共服务的提供，如增设医疗急救点、

增设旅游咨询服务台等，确保活动期间的公共安全和服务质

量 [4]。通过完善政策制度、强化保障措施，不仅能够有效提

升那达慕活动的品质和影响力，更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结论

新时代蒙古族那达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深化文化内涵、拓宽交流渠道、推动经

济发展和完善政策制度等多维度路径的实施与推进，可以有

效强化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夯实物质基

础并构建坚实的制度保障。因此，应高度重视并充分利用那

达慕这一重要平台与载体，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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