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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出塞热两千年不衰说明什么 
— — 兼论昭君文化与和谐国学 

郝 诚 之，郝 松 伟 
(中国民族学学会 昭君文化研究分会，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 要：从“昭君是福”的汉代新诗到“爱国可敬”的胡适评价，从文史家呼吁“重塑昭君”到政治家表态 

“功在千秋”，从家乡人的思念到草原人的歌唱，从“大汉”、“强胡”的平等联姻到“多元一体”的中国国情，昭 

君研究热体现着中华民族为实现“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和平进步”而奋斗的文化 自觉。研究昭君出塞文化现 

象及取得认同的过程，就是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源一体”的国情、国史、国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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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 1961年深入内蒙古 

自治区考察后，以散文体写出了题为《内蒙访古》的 

研究报告，说内蒙古有一个“永远不会被人忘掉”的 

“古迹”，那就是“在大青山脚下的，被称为青冢的昭 

君墓”。因为草原民族的后裔两千多年过去，仍以 

昭君在我们身边为荣，所以翦老说：“在内蒙古人民 

的心中，王昭君 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 ， 

一 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 
一 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I_ 

人们越来越领悟到：从汇集先秦礼仪方面论述 

的《礼记 ·王制》中所记载的、肇始于夏代的“中国 

戎狄，五方之民”(即中原加东夷、南蛮、西戎 、北 

狄)，到孙中山先生建立中华民国后，实行汉 、满 、 

蒙、回、藏“五族共和”，大中华的文化指归就是“各 

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费孝通先 

生语)。没有跨地域、跨 民族、跨文明的文化互补、 

平等对话、碰撞交融、国家认同，就没有世界“四大 

文明古国”中国的硕果仅存。研究 昭君出塞文化现 

象及取得认同的过程 ，就是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多源一体 ”的国情 、国史 、国学 的过程。 

(一)从“昭君是福”的汉代新诗到“爱国可敬” 

的胡适评价 

“文人是时代的歌手”，“诗歌是历史的镜子”。 

我们在从新发现的一批昭君诗和几位集大成专家成 

果的学习中坚定了这一信念。 

昭君出塞是胡汉和亲史上平等联姻的范例。不 

是被迫的，而是 自愿的。从汉代最新发现的反映昭 

君史事评价的诗来看，当时老百姓对她的跨族婚姻， 

是很欣赏、很赞同的。据可永雪、余国钦考证，自昭 

君出塞不久，民间就产生了与她有关的文学作品和 

歌舞。与昭君同时代的焦延寿就赞扬昭君出塞： 

“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合结好，昭君是福。”_2 我 

国大中华、大历史、大文化的民族观是“和而不同”， 

绵延不绝。而文化合，价值观合，则 民情合。文脉 

通，礼仪通，则人气通。两千年前，汉代对匈奴的吸 

引，就不是追求对土地、人口、物质财富的控制，而是 

以“礼仪”等价值观使其“乡慕”。孔子说：“礼之用， 

和为贵。”司马迁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 

国号 ，以章明德。”我国 自秦代起就是一个统一 的多 

民族国家，历史根基扎实，文化传统深厚，各民族都 

为“共求大道 ”而“各写 千秋 ”，都对 汉字 为纽带的 

“书同文”、“礼 同伦 ”和统一为荣的“中央集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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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度的认同。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说得深刻： 

“中国”一词，在古代“文化意义最甚，民族意义较 

少 ，国体意义尚无。” 

据清代文史专家胡凤丹辑录的《青冢志》统计， 

仅卷4至卷 l2的“艺文”部分，按照题材列古今昭 

君作品古今体诗和摘句，就收录诗歌 509首，词 2 

首，摘句43句。L4 据王文龙先生统计，东汉后，几乎 

每代都有咏史诗 ，题材广泛，又有一些热 门题材 ，特 

别是一些历史人物，如咏昭君 、咏西施、咏荆轲、咏诸 

葛亮、咏岳飞等。其中以咏昭君最为突出，现存昭君 

诗达600余首。 据马冀教授“不完全统计”，“历代 

正史、方志、地理、游记和文集、笔记、诗话等著作中 

涉及王昭君史料和评价的近一百种；历代歌咏王昭 

君的诗词近一千首；戏 曲约五十种 ；小说约二十种 ； 

已搜集的民间故事约十五种。”这些文化积淀都体 

现着当时人们对王昭君的认识和评价，有着鲜明的 

观点和倾向，是我们今天研究王昭君的基础，为我们 

提供着无数的启示。 oj【 

据蒋方教授考证，汉代已有《王昭君》的歌曲在 

流传。昭君故事在汉魏六朝时期通过四种途径传 

播：正史的记载、歌曲的传唱、小说的传讲和文人的 

题咏。她说，在两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音乐成为 

昭君故事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形式。仅石崇的配乐演 

唱的《明君词》，就演变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 、不同 

曲调的不同版本。陈朝释智匠《古今乐录》称，石崇 

所作《王昭君》，不仅被演唱，而且被配以歌舞，影响 

颇大，“梁天监中，司宣达为乐府令，与诸乐工以清 

商两相唰弦为《明君》上舞，传之至今”- ⋯ 。据 

谢庄《琴论》记载，《明君词》歌舞传唱除汉代旧曲之 

外，出现了多种乐曲的衍变：“平调《明君》三十六 

拍，胡笳《明君》三十六拍，清调《明君》十三拍， 弦 

《明君》九拍，蜀调《明君》十二拍，吴调《明君》十四 

拍，杜琼《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 

此后元曲代宋词而兴，昭君题材戏剧进入新阶 

段。据朱自清的得意门生霍世休先生考证，杂剧最 

早要算关汉卿的《元帝哭昭君》、吴昌龄的《月夜走 

昭君》(见《录鬼薄》)和张时起的《昭君出塞》(见《焦循 

剧说》)，可惜均已散佚。霍世休称：考查昭君故事在 

元曲里的演变，“不能不有待于《汉宫秋》，或者说也 

唯有在《汉宫秋》里昭君的故事才第一次得到最伟 

大的表现” 。 

20世纪最早著文肯定王昭君历史贡献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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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是胡适博士!呼和浩特市昭君文化研究院院长 

武高明先生给我提供 T 1908年 l0月 11日发表于 

《竞业旬报》的署名铁儿的胡适文章《中国爱国女杰 

王昭君传》。胡博士写此文的动机如何呢?他说： 

“我如今既找得真凭实据，可以证明这位王昭君确 

是一位爱国女杰，断不敢不来表彰一番，使大家来崇 

拜，这便是在下做这篇昭君传的原因了。”-  ̈

(二)从文史家呼吁“重塑昭君”到政治家表态 

“功在千秋” 

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著名剧作 

家田汉先生 ，最早提 出重塑昭君形象的问题。1959 

年 1月 21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谈王昭君 

的塑造》一文。从当时上演的祁阳剧《昭君出塞》谈 

起，婉转而中肯地谈出了他的创新看法。他首先肯 

定该地方剧是一出“很有特色，很动人的好戏”，听 

到昭君唱出的那些慷慨激越的词句，便令人“为她 

崇高的爱国至情所感动”。但随即指出：“其实汉元 

帝刘爽时代的对外关系并不像《汉宫秋》或《昭君出 

塞》里所描写的那样紧张、屈辱，相反，那时还正是 

汉朝显示一定强大的时候。”田汉先生指出，王昭君 

自动向掖庭令求行，请求参加和亲，“因此她不是投 

水殉国，而是慷慨入番，就在老单于死后她还是继续 

执行祖国意旨，贯彻和亲任务。从这个意义出发， 

《昭君出塞》可以写成完全不同的、以民族团结为主 

题的剧本。”他又饶有兴味地提出，我们喜欢祁阳剧 

《昭君出塞》中的王昭君，“但在分关，黑水已经不是 

那样荒寒可怕；饮铬浆、餐羊肉的人们已经成为民族 

大家庭的一员的时候，能不能在一种新的更雄大的 

精神气源下，塑造出另一种也值得敬爱的王昭君 

呢?”田老肯定地回答：“要写出这样的王昭君已经 

有了社会条件了。” j【 

就在文学家试图报喜的时候，历史学家也站出 

来大声疾呼了。1961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 

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 

昭君出塞》的长篇论文 ，以一个历史家 的犀利眼光 

和他个人特有的凌厉气势，提出了对昭君出塞的正 

确评价问题。作者站在纵览民族关系历史的高度， 

回顾和考察了西汉的和亲政策，得出“昭君出塞这 

个历史事件，是标志着汉与匈奴之间友好关系的恢 

复，而王昭君在友好关系的恢复中起了很大作用” 

这个结论。 

翦老这篇论文一发表，很快在学术界引发了一 

① 见《绥远民国日报》副刊《塞风》，1932年 11月，周刊第29～35期 



场关于对昭君出塞的历史评价、对历代以昭君为题 

材的文学作 品的评价的讨论 。随后 ，吕振羽 、老舍、 

端木蕻良、翦伯赞、王冶秋、谢觉哉、邓拓等一批作 

家、历史学家、学者 ，纷纷发表 了以昭君青冢为题的 

诗词作品。这些作品以饱满的热情，从促进民族友 

好 、民族和睦、民族团结这个新的角度 ，肯定和颂扬 

了昭君的历史功绩。他们一改昭君出塞悲愁哀怨的 

旧调，高唱起“塞外月圆花好，千里绿洲芳草。巾帼 

有英才，怨何来!”(邓拓《昭君无怨》)“万里长城杨柳 

绿，织成蒙汉一家亲”(谢觉哉《看昭君坟碑词有感》)。 

可永雪、余国钦分析当时众多文学现象后说 ，从 

昭君 出塞问题的讨论 ，一批咏昭君诗词的发表 ，特别 

是 1963年 10月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谒昭君墓诗》 

问世之后，人们对昭君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因而，呼唤在艺术形象上还王昭君本来面目，翘 

盼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昭君形象出现，已成了人心所 

向 、大势所趋 。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昭君艺术正名过程 中起 了 

重要的作用。周总理赞美王昭君是“为发展中华民 

族大家庭团结有贡献的人物”_m J(嘟’。著名剧作家 

曹禺先生在《关于(王昭君)的创作》一文中回忆说： 

“这个戏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 

那是 1960年以前的事，周总理指示我们不要大汉族 

主义，不要妄自尊大”。其创作的话剧《王昭君》不 

但以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友好作为主题，而且 

扭转了“人宫是喜、出塞是悲”的旧民族观、旧价值 

观。 

我们应该感谢从首都到昭君第一故乡、第二故 

乡的艺术团体，从北京人民剧院、武汉汉剧团、呼和 

浩特晋剧团，到著名戏剧家曹禺和广州剧团著名表 

演艺术家 红线女 ，他们都在这 一时期 ，为 “长江女 

儿、伟大母亲、友好使者”王昭君的形象塑造作出了 

重大贡献。此后歌舞剧《塞上昭君》(1987年，呼和 

浩特市民间歌剧团和民族歌舞团演出)，10集电视 

剧《王昭君》(1988年，内蒙古电视台与湖北电视剧 

制作中心联合摄制)，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1986 

年，上海音乐学院《梁祝》作者陈纲作曲)和川剧交 

响乐《纳袄青红》(第三乐章下阙《昭君出塞》，包括 

“大漠”和“出塞”，著名作曲家郭文景作曲，当代川 

剧领军人物、重庆川剧院院长铁梅演唱，余 隆指挥 ， 

2009年在比利时举办的“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 

开幕式上演出)等一批新作、新曲、新形式的昭君 出 

塞艺术作品涌现，好评如潮。 

(三)从家乡人 的思念到草原人 的歌唱 

王昭君从万里长江到万里黄河 ，到万里草原 ，因 

为能与各族人民想在一起、打成一片，所以为群众千 

载传颂。其家乡长江三峡香溪河畔的昭君研究，以 

民间文学为代表，硕果累累。仅湖北省宜昌市兴山 

县昭君纪念馆收藏的诗歌就有 800余首，昭君故里 

的民间歌谣多达2 000余首。①2009年8月，湖北兴 

山县委、政府与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 

合办《昭君文化高层论坛》时，专家们公认昭君艺 

术、民俗文化在那里形成信息中心 、研究中心和交流 

中心的潜力 巨大。 

专家也一致认为，以内蒙古为代表的北方民族 

地区，草原人对昭君的深厚感情和深刻怀念，已延伸 

为深入研究，学术领先，高层重视，上下一心。“中 

国 ·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的成功举办，得益于各 

族群众有增无减的民族团结优良传统。 

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曾撰文 回忆，为了创作 

《王昭君》一剧，他两次深入内蒙古：“在那里，我看 

到王昭君的墓。她的坟墓，又称 ‘青冢 ’。包头有， 

呼和浩特也有。⋯⋯我听了著名的歌手、马头琴大 

师琶杰唱的关于王昭君的故事。”曹老说：“我喜爱 

这样的王昭君，也相信王昭君正是这样一位可爱欢 

悦的姑娘!因为她确实给汉和匈奴人民带来了安 

宁、幸福的生活”；“我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因有王昭 

君这样一位有胆有识 的汉家女儿感到骄傲 。”_1 可 

永雪、余国钦二位先生 40年的心血之作《历代昭君 

文学作品集》“第一编，诗”收历代昭君诗 985首(其 

中古代部分 834首，民国部分 46首，新中国 105 

首)。’ 《归绥县志》称：“昭君墓前石案刻口阏氏之 

墓，为蒙古书。用蒙古文墓碑纪念一位汉族历史人 

物、巾帼英雄，实不多见”' ‘ ～ ’。 

笔者曾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生活过多年，考 

察过那里的“昭君坟公社”，听过当地蒙汉人民怀念 

“昭君娘娘”的歌谣和昭君带来茶、牧民开始喝奶茶 

的传说。2009年，看到通辽市政协主席王治安先生 

作序的《科尔沁文化丛书》，才知道长城以北、辽河 

流域的草原牧民，也有着深深的“王昭君情结”。通 

辽市政协的老专家说，内蒙古有600多名草原说唱 

艺人“胡尔齐”，通辽一带科尔沁草原就占 80％以 

上。蒙古族马头琴艺术家琶杰，就是从科尔沁草原 

走出来的“胡尔齐”大师。其弟子道尔吉用蒙古语 

① 刘志尧《美丽、美德、关缘、美世——关于昭君文化的哲学思考》打印稿第 l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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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王昭君》长篇故事声名远扬。据参布拉诺 日 

布先生《科尔沁曲艺》一书披露：《哲里木盟传统剧 

目表》和《哲里木盟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的曲艺 

节目统计表》都记载着道尔吉先生用“胡仁乌力格 

尔”(蒙古语马头琴)伴奏说唱的传统保留节目《王 

昭君》。从 1949年到 1985年，说唱的时间长达 37 

年。仅 1974年蒙古语电台录制播放的节目时间就 

长达 12．5小时。|l4J‘ 帅 

霍世休先生1932年在《王昭君的故事在中国文 

学史上的演变》中指出：“文学上有一个很大的潜 

流，足以窥见一个时代文学的另一方面，那就是最近 

敦煌发现的许多唐代的俗文学，《明妃传》残卷便是 

其中之一”。“(《明妃传》)采用一种韵文与散文相 

间的体裁，叙写王昭君的故事。”他考证说：“作者不 

晓何时人，据《明妃传》中‘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 

余年坟今尚在’，当系唐末的敦煌人。”虽然西域作 

者的“一支笔还不听他充分地运用 自如”，汉文水平 

有限，有错别字和辞不达意之处，但“它给予我们的 

影响已很大，从这篇《传》的保存，使我们知道王昭 

君的故事 ，一直很早就流行在 民间”，特别是在丝绸 

之路一带的少数民族民间。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 

是，变文《明妃传》的发现，乃是《敦煌学》的一大亮 

点。它弥补了中原版本没有的昭君夫妇的生活细节 

和昭君去世后的国葬大礼及汉哀帝遣使到“青冢” 

致祭等和亲续篇的内容。 J( 

敦煌学专家张鸿勋先生对《王昭君变文》作了 

深入的研究，认为：“变文除了性格鲜明的王昭君艺 

术形象外 ，所写单于，也是一个有着诚挚感情的人。 

他千方百计设法要解除昭君的愁苦；对昭君的病，也 

‘重祭山川，再求日月，百计寻方，千般求术’；昭君 

之死，使他痛苦得日夜哀吟，又以国葬之礼，表达对 

昭君的恩爱怀念。这里一反封建传统把少数民族视 

为野蛮凶残的‘夷狄’，而是写成感情丰富、有情有 

义的君王 ，就带有民间文学特有的评价历史和历史 

人物色彩。”为了知晓草原人如何以歌当哭，我们摘 

录敦煌变文一段“单于哭昭君”的原作如下： 

昭君昨夜子时亡，突厥今朝发使忙。三边走马 

传 胡命，万里飞书奏汉王。 

单于是 日亲临哭，莫舍 须臾守看丧。解剑脱除 

天子服 ，披头还着庶人裳。 

昔 日同眠夜 即短，如今独寝觉天长。何期远远 

离京兆，不意冥冥卧朔方⋯⋯ 

据孙晓辉教授《昭君题材音乐作品述略》一文披 

露，敦煌文本《王昭君变文》残卷，现藏巴黎国家图书 

馆，编号为“希伯和 2553”。不但是我国民间口传艺 

术中的宝贵文献，后世说唱艺术中昭君曲艺的源头； 

也是世界名剧《图兰朵》一类和亲戏的东方原型。 

蒙古族民族理论家、内蒙古政协副主席伏来旺 

先生说得好：“王昭君⋯⋯成为汉匈两族的和平使 

者，得到当时及后世人民的深切爱戴”；“从内蒙古 

地区人民至今流传的昭君用随身携带的锦囊在阴山 

下播撒五谷种子和教匈奴妇女用胭脂化妆等故事 

中，反映出昭君把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 

塞外，对塞外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过重大的 

影响。随着和亲的达成，农耕、游牧两大民族集团军 

事对峙停止和友好关系的形成，汉匈经济文化交流 

走向合法化、公开化。这种‘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 

问经济上的联系和依赖，成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纽 

带，并日益牢固，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民族间的向心 

力、凝聚力。”- 

胡岩、龚学增教授在《昭君文化的核心价值》一 

文中说：“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的故事、文成公主与 

松赞干布的故事 ，不过是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发生着 

的中国各民族之间通婚状况的缩影和典型。而这种 

通婚，则是中国各民族之间长期、频繁的经济、政治、 

文化交流的反映，是各民族 ‘谁也离不开谁’的内在 

联系的体现。可以说，昭君文化浓缩了中国各民族 

之问长期、全方位的双向交流。正是在这种长期相 

互交流的基础上，辛亥革命爆发后，汉满蒙回藏‘五 

族其和’的口号很快即为中国各民族、各阶层所认 

同。”胡岩先生与笔者交流 时强调 ：“我 国是一个多 

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不只是汉族一族，汉、满、蒙、回、 

藏皆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共识在辛亥革命后初步形成 

并深入人心是一件大事，近代中华民族对自身的认 

识由此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他考证指出，正 

因为如此，当1911年 12月 1日，一些蒙古王公在沙 

俄的指使下，在库伦成立以哲布尊丹巴为“大汗”的 

所谓“大蒙古帝国”时，1913年初，内蒙古西部22部 

34旗王公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召开西蒙古王公会 

议，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并通电全国： 

“蒙古疆域和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 

成一家，我蒙古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 

民国。”④《共同决议》宣告 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 

① 见西蒙王公会议执行所编：《西盟会议始末纪》第45页。转引自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 
央民族大学 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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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 

笔者至今难忘 2005年6月 18日在内蒙古包钢 

宾馆昭君厅听到的《昭君奶茶》新歌： 

香溪河水出三峡，千枝万绿结新茶；不是芳草润 

仙玉，哪有昭君美如画? 

阴山脚下听胡笳，风吹草低，最骏马；不是鲜奶壮 

体魄，哪得 天骄名欧亚? 

黄河长江同源发，北韵南律满天涯；不是昭君来 

草原，哪得奶茶香万家? 

香溪茶为什么好?兴山县昭君文化研究会第一 

任会长、原县委宣传部部长岳新梅女士对我们说： 

“香溪茶名扬天下，是因为香溪水得天独厚。我国 

第一部《茶经》列举的‘天下名水’二十种，香溪水位 

列第十四品。前十三品都是细流滴泉，唯香溪为一 

江溪流。所以水美、茶美、人美!” 

(四)从“大汉”、“强胡”的平等联姻到“多元一 

体”的中国国情 

两千年前，“南有大汉，北有强胡”。是昭君和 

亲，化干戈为玉帛，使“虽败不称臣”的匈奴与汉族 

成了一家人，变成一家亲，才有了6O多年的和平与 

安宁。难怪诗人要引吭高歌：“仙娥今下嫁，天子自 

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唐 ·张仲素《王昭 

君》)。记得当年，曹禺先生的《王昭君》话剧破天荒 

给昭君和亲的两位决策者——汉元帝和呼韩邪单于 

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第一次树立起呼韩邪单于的正 

面形象时，有些同仁还难以接受，认为历史未必如 

此。2007年，著名北方民族史学家、内蒙古大学林 

斡教授集几十年的潜心研究，证明了呼韩邪单于是 

“历史功臣”。林斡先生在《匈奴的盛衰及其与中原 

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呼韩邪单于附汉“巨大历史 

意义”的五个方面：第一，在民族关系方面，结束了 

汉匈两族 150年(公元前 20l——公元前 51年)来 

的战争状态，使之转入和平 、友好的关系。第二，在 

政治方面，打破了“自三代(夏、商、周)之盛，胡、越 

不与受正朔”(正朔原指历法，此处意即不肯接受中 

原中央王朝的领导)的旧传统，开了我国北方地方 

政权接受中原中央政权领导的先河 。第 三，在经济 

文化方面，汉匈关系的和平友好，关市畅通，两族劳 

动人 民的“互市”和接触 可以获得较多的机会。第 

四，在匈奴方面，由于呼韩邪附汉，孤立了郅支，迫使 

他向西迁移，有利于汉朝对他的制服，从而结束了匈 

奴20余年以来 的分裂状态。第五，呼韩邪附汉， 

“边城晏闭 ，牛 马布野 ，三世无犬吠之警 ，黎庶无 干 

戈之役”(《汉书 ·匈奴传》)，北方人 民获得休养生息 

达6O余年(至王莽破坏汉匈奴关系为止)。 

古人说：“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 

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围绕昭君和昭君文化的研究， 

正发生着六个可喜的变化，即从单一钻研史籍，到关 

注野外考古；从单纯专家的“专业聚焦”，到跨学科、 

跨门类的“联合攻关”；从汉民族为主研究到各民族 

参与研究 ；着眼点从 微观的“鱼翔浅底”，到宏观的 

“鹰击长空”；组织形式从 民间为主到政府民间结 

合；地域从湖北、内蒙古南北互动，到北京为中心波 

及台湾的全民呼应。昭君研究也由“文学热”、“品 

牌潮”到“旅游风”，一浪高过一浪。印证着“根索水 

而人土、叶追 日而上天”的民族追求，体现着中华民 

族为实现“和睦相处、和谐发展 、和平进步”而奋斗 

的文化 自觉。 

季羡林先生 2007年 3月第一次提出了“大国 

学”的概念，要求“研究中华史，提倡大国学。”他说： 

“中华文化 源远流 长，而 中 国文化 的精髓是 和谐。 

这是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伟大礼物”；“国学就是中 

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 

56个民族 的文化，就都包括在 ‘国学’的范围之 

内。”_ 面对 “阴山岩画”和堪与罗马大道媲美的 

“秦直道”，蒙古族诗人白涛先生，有感于中央美术 

学院下放陕北的老画家靳子林教授当年徒步走完秦 

直道调查阴山文化之后，发现陕北剪纸中的抓髻娃 

娃，原型来 自阴山岩画，发出了如下感慨：“谁能说 

得清，是胡家的岩画，传递给了农人的剪纸?还是黄 

土高原的民族，将剪纸拓于山岩之上?阴山再高，黄 

河再宽，长城再长，也根本不能阻隔华夏儿女相互吸 

引、彼此爱慕的心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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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have the Studies on Zhaojun Going beyond the Border Lasted for Two Thousands Years： 

On Zhaojnll Culture and Harmonious Sinology 

HAO Cheng—zhi，HAO Song—wei 

(Research Branch of Zhaojun Culture，Ethnology Society of China；Hohhot 010010) 

Abstract：From Zha~un poems in Han Dynasty to Hushi’s appraisa1．fi-om the appeal of the literary historians 

to the politician’S attitude，from the memory of Zha~un’S home people to the singing of the prairie people，from 

the“equal man'iage’’to the“pluralistic integration”situation of China
． the studies on Zhaojun reflect a cultural 

consciousness，namely“living in harmony，harm onious development，peace ant]pz’O~FeSS”．The process of studying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Zhaojun going beyond the border is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the national situation，nation— 

al history and national culture of“pluralistic integration，pleophyletic unification”． 

Key words：Zha~un；Political marriage；Harmony；Si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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