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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蒙古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与处理，是紧紧围绕“自然崇拜”这一“轴心”来进行
的。马桂英编著的《蒙古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研究》通过揭示、展现蒙古文化与自然
相融的形象，力图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重新认识蒙古文化的历史，从现代文明的角度
重估蒙古文化的价值，说明抢救、挖掘、保护处于边缘化的蒙古文化的意义。这一研究
对维护蒙古草原自身的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有现实意义，也有助于内蒙古文化大区的建
设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本书对蒙古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一较为系统的考察，意在描述这一文化的独特性，
展示其与自然相谐的迷人色彩，品味其中蕴含的文化理性和科技含量，并考察其发展过
程中与自然冲突的形式、化解冲突的方式及其产生的广泛影响，剖析农耕文化、工业化
、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对蒙古文化的冲击及其后果。这些研究的落脚点，自然是思考和展
望蒙古文化的未来。
 

内容简介

蒙古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与处理，是紧紧围绕“自然崇拜”这一“轴心”来进行
的。马桂英编著的《蒙古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研究》通过揭示、展现蒙古文化与自然
相融的形象，力图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重新认识蒙古文化的历史，从现代文明的角度
重估蒙古文化的价值，说明抢救、挖掘、保护处于边缘化的蒙古文化的意义。这一研究
对维护蒙古草原自身的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有现实意义，也有助于内蒙古文化大区的建
设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本书对蒙古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一较为系统的考察，意在描述这一文化的独特性，
展示其与自然相谐的迷人色彩，品味其中蕴含的文化理性和科技含量，并考察其发展过
程中与自然冲突的形式、化解冲突的方式及其产生的广泛影响，剖析农耕文化、工业化
、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对蒙古文化的冲击及其后果。这些研究的落脚点，自然是思考和展
望蒙古文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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