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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美学视角下的蒙古民歌与自然环境保护
塔林夫

（乌审旗工商业联合会，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  017000）

摘要：蒙古民歌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不仅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在生态美学的视角下，

本文探讨了蒙古民歌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审美特征及其对自然环境保护的启示。研究发现，蒙古民歌体现了蒙古族对自然的依赖、敬畏和热爱，

同时通过其艺术表现形式传递了生态保护的重要理念。这些传统智慧对当代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美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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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与工业化的加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

严峻。气候变化、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全球性问

题正在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各国纷

纷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发展战略，但科学技术手段与政策干预往往

难以触及深层文化观念的转变。因此，从文化角度探索生态保护的

新路径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这些传统文化在与自然长期共

生中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为生态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蒙古族文化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代表性存在，因其与自然环境的

高度依存性而具有鲜明的生态特质。蒙古民歌作为蒙古族文化的核

心表达方式之一，不仅展现了蒙古族人对自然的热爱与崇敬，还通

过其艺术形式传递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这种理念与当代生

态美学理论不谋而合，对解决当下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因此，研究蒙古民歌中的生态美学思想，不仅有助于弘扬民族文化，

还能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文化层面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启迪。通过这

一研究，我们可以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为生态美学理

论发展和全球生态危机应对寻找新方向。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从生态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蒙古民歌与

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的内在联系。生态美学是一门跨学科研究领域，

关注自然之美、文化传统和生态伦理的互动关系。而蒙古民歌作

为一种文化表达形式，生动体现了蒙古族人在游牧生活中积累的

生态智慧和美学思想。因此，研究蒙古民歌中的生态思想不仅能

够深化我们对生态美学的理解，还能够为当代自然环境保护提供

文化层面的实践路径。

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本文将采用文本分析和案例研究的方

法展开。首先，通过对蒙古民歌的歌词文本进行分析，挖掘其中

对自然景观、生态关系以及人类活动的描述，提炼其核心生态思想。

其次，结合具体案例，如对草原、河流等自然景观的赞美和忧虑，

探讨蒙古民歌如何通过艺术化的表达唤起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

此外，本文还将结合蒙古族游牧文化的背景，分析其对生态环境

保护的现实启示。通过多维度的研究，本文不仅旨在揭示蒙古民

歌的生态美学价值，还希望将这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转化为

当代生态保护的文化支持与行动策略。

二、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础

（一）生态美学的基本概念

 生态美学是以生态哲学为基础的一种美学理论，关注人与自

然之间的关系，并试图通过美学视角探索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

与传统美学不同，生态美学的关注点不仅限于自然之美的感知，

还涉及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角色及其责任。生态美学的核心思

想在于强调自然之美与人类责任的统一，这意味着在欣赏自然美

的同时，人类应承担起保护自然生态的义务。这种美学观试图打

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提倡一种更加包容的生态伦理观。在生

态美学的视角下，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审美对象，而是一个与人

类共享生命的整体。自然的美学价值不仅体现在其外在的视觉或

感官享受中，更在于其内在的生态意义，如生态系统的平衡、生

命的多样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因此，生态美学倡导一种“以生

态为基础的美学体验”，即通过感知自然之美唤起人们对自然的

尊重与保护意识。这种理论在当代生态危机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它试图通过文化与美学的力量引导人类重新审视与自然的关

系，从而推动更全面的生态保护行动。

（二）生态美学与传统文化

 生态美学不仅关注自然风光本身的审美价值，还深入探讨传

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尤其是在文学、艺术和民俗文化中关

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表达。这些传统文化承载着不同民族与自然相

处的历史记忆和智慧，展现了人类在长期与自然共生过程中积累

的生态伦理和审美观念。通过生态美学的视角，可以发现这些传

统文化中隐藏的生态保护理念以及对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启发意

义。在当代背景下，重新审视蒙古民歌中的生态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它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还能为现代生态保

护提供文化层面的支持。同时，蒙古民歌中蕴含的生态美学价值

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实践基础，有助于推动生态美

学与传统文化融合研究的进一

三、蒙古民歌的生态美学特征

（一）蒙古民歌的基本概述

蒙古民歌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独特

口头文学形式，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富有鲜明

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蒙古民歌不仅是蒙古族人情感表达的媒介，

更是其生活经验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蒙古民歌以悠长、高亢、

辽阔的旋律著称，其旋律与蒙古草原的广袤风光相得益彰，充分体

现了蒙古族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与认同。民歌的表演形式多样，既

有独唱、对唱，也有群唱，广泛应用于蒙古族的生活场景，如婚礼、

庆典、祭祀以及日常生活。在内容方面，蒙古民歌主要涉及自然景

观、游牧生活和人文情感三个层面。首先，自然景观是蒙古民歌的

重要题材，民歌中常用形象化的语言描绘草原、河流、山脉、动物

等，展现了蒙古族人对自然的感知与理解。其次，游牧生活是蒙古

民歌的核心主题，民歌中常唱到游牧迁徙、放牧与季节更替等场景，

反映了蒙古族人以自然为生存基础的独特生活方式。最后，蒙古民

歌还以自然为媒介表达了丰富的人文情感，例如对家乡的思念、对

亲人的爱恋以及对生活的热爱。这些内容不仅展现了蒙古族人对自

然的依赖，也揭示了他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深刻认识，使蒙古

民歌成为研究蒙古族生态美学的重要文本。

（二）蒙古民歌中的自然意象

 蒙古民歌中包含大量自然意象，这些意象不仅是蒙古族人对

自然景观的艺术表达，还承载了对自然的依赖、崇敬与情感连接。

例如，在著名的蒙古民歌《辽阔的草原》中，歌词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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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的草原，蔚蓝的天空，马儿奔腾在阳光下。”

 这首歌以辽阔的草原为主题，呈现了蒙古草原的壮美景观。

草原在蒙古族文化中被视为生命的摇篮，不仅提供了放牧的场所，

还寄托了蒙古族人对自由与平静生活的向往。歌中草原意象不仅

具有视觉美感，也传递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体现了蒙古

族文化对自然的尊重与热爱。

 另一首经典民歌《腾格里》（意为“苍天”）则体现了蒙古

族人对天空的崇拜。歌词中提到：

 “苍天是我父亲，大地是我母亲，生命依靠这片天地。”

  这首歌通过对苍天和大地的拟人化，表达了蒙古族人对自然

的敬畏之情，将自然视为生命的来源。这种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

的思想，正是生态美学理念的真实体现。

 《牧歌》是另一首传唱度极高的蒙古民歌，歌词描述了放牧

生活与自然景观的和谐美：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

百鸟齐飞牧歌扬。”

这首歌将蓝天、白云、草原、马儿与牧人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

通过艺术化的语言描绘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图景，展现了蒙古族游牧

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这些真实例子不仅表明自然意象在蒙古民歌中

的核心地位，也体现了蒙古族人对自然环境的深厚情感和保护意识。

在生态美学的视角下，这些民歌通过艺术化的表现形式，不仅传递了。

（三）蒙古民歌中的生态思想

 蒙古民歌以其对自然的崇敬和深情表达，集中体现了蒙古族

独特的生态思想，其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一思想贯穿

于许多经典民歌之中，通过对自然景观、生命共同体以及生态平衡

的歌颂，展现了蒙古族对自然的深刻理解和对生态伦理的高度重视。

例如，在民歌《敖包相会》中，歌词这样唱道：

“月亮升起，敖包闪耀，青草鲜花簇拥在它的怀抱。”

这首歌以敖包为核心意象，传达了蒙古族人对自然崇敬的传

统观念。敖包作为一种蒙古族的祭祀场所，象征人与自然的联结

与和谐。歌词中的“青草”和“鲜花”表现出敖包周围生态环境

的美好，而“簇拥”则体现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学意境。这

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神圣化，体现了蒙古族人对自然界平衡状态的

珍视与维护。

另一首民歌《骏马赞》中提到：

“骏马奔腾踏过草原，不伤泥土不毁芳草。风吹过大地，它

轻轻低头。”

歌词中“骏马”的形象不仅象征着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也传

递了生态伦理的理念：游牧生活方式必须尊重自然的承载力，避

免过度消耗资源。这种轻巧而谨慎的生活态度体现了蒙古族人与

自然相处的智慧，揭示了游牧文化中隐含的生态平衡意识。

 四、蒙古民歌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关联

（一）蒙古民歌对生态保护意识的启迪

蒙古民歌以艺术化的方式表达了对自然的深情与依赖，通过

对草原、河流、山脉等自然景观的生动描绘，不仅唤起了人们对

自然之美的赞叹，还传递了保护自然的意识。例如，在民歌《草

原上的忧伤》中，歌词这样唱道：

“草原不再碧绿，河流不再清澈，牛羊无处寻觅，风沙掩盖

了故乡。”

这首歌通过对草原生态恶化的描述，表达了对环境变化的忧

虑和对草原失去的悲痛。这种忧伤的情感直接触动了听众的心灵，

使人们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通过对草原退化、风沙肆虐等

现象的描写，这首民歌呼吁人们关注草原生态的脆弱性以及人类

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此外，在《草原，我的母亲》中，歌词深情地歌颂了草原的

美丽与生命力：

“草原啊，你是母亲的怀抱，我们在你怀里长大，愿你的绿

装永不褪色。”

这种拟人化的表达将草原视为生命的庇护者，唤起人们对草

原的依恋与保护的责任感。这些民歌通过艺术化的语言，将生态

保护的理念潜移默化地传递到人们的心中，对提升生态保护意识

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蒙古传统文化中的环保实践

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深刻体现了对生态平衡的尊重与珍视，其

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是对自然资源进行节制性使用的重要实践。

这种环保意识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通过民歌的形式得以传

承和传播。例如，在民歌《逐水草而居》中，歌词唱道：

“牛羊随季节迁徙，草原留得绿意长。轻移营帐换新地，水

草依旧是故乡。”

这首歌展现了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即根据季节变化

迁徙放牧，避免草场过度利用。这种做法充分体现了对草原生态

系统的尊重和保护理念。通过这首民歌，蒙古族人代代相传着“取

之有度”的环保思想，教育后代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注重保护。

另外，在民歌《白骏马的故事》中，通过对骏马的描写，展

现了蒙古族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理念：

“白骏马带着希望，奔跑在自由的草原。它是我们的伙伴，

而不是驯服的奴隶。”

这首民歌强调了人与动物间的平等关系，反映了蒙古族人对

草原生态系统中动物角色的尊重。他们不仅视牲畜为生产资料，

更将其视为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形成了独特的生态伦理

观念。这些民歌以艺术化的方式宣传了蒙古传统文化中的环保实

践，既体现了传统智慧，又为现代生态保护提供了文化借鉴。

五、生态美学视角下的当代启示

从生态美学的视角出发，蒙古民歌蕴含的生态思想为当代环

境教育、文化传承和生态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将蒙古民

歌融入环境教育体系，可以让更多人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

要性，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其次，保护蒙古民歌不仅是对这一文

化瑰宝的传承，更是对其内在生态智慧的延续，应通过数字化保

存、民歌展演等方式，让这种文化与思想得以传播和发扬。最后，

蒙古民歌中强调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的理念对现代生态治理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这种生态智慧可以为当下生态保护政策提供理

论支持，推动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六、结语

蒙古民歌以其独特的生态美学特征，为自然环境保护提供了

重要启示。通过挖掘和传承蒙古民歌中的生态思想，不仅能够促

进生态美学理论的发展，还能为当代生态保护实践提供文化支持。

未来，需加强对蒙古民歌的研究与保护，将其生态智慧应用于全

球生态环境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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