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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文化的历史渊源

（一）天马传说及龙马精神

相 传， 远古 时期马 是有 翅

膀的，即可以天上飞、也会陆上

跑、还会水中游，是玉皇大帝的

御马。因为得到玉帝的宠爱 , 所以

经常恃宠生非。一次天马赴东海

龙宫被守门神龟阻拦，便恼羞成

怒，踢死了神龟。玉帝得知此事，

削其翅膀，压其昆仑山下三百年不

得翻身。二百多年过去的时候，天

马得知人类的始祖 ----人祖要从

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苑的神仙

告诉天马如何通过人祖获救的方

法。人祖经过时天马依计行事，

请求人祖解救并愿意同往人间。

人祖生同情之心，按天马所言，

砍去昆仑山顶的那棵桃树，天马

一跃而出，并兑现自己的诺言同

人祖来到世间，为报答人祖的救

命之恩，天马终生为人祖效力。

无论是耕地拉车还是驰骋战场都

同主人同生共死。从此马就和人

类成了形影不离的患难之友——

这是关于人马渊源最动人的传说。

那么，龙与马又是怎样被联

系到一起的呢？

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古

代先民崇拜龙有着深刻的文化

根源。据考证，龙图腾缘于原始

部落之间的征战，龙本身并非存

在于现实世界，是被虚构为蛇身

鹰爪、兽腿鹿脚、马头蛇尾、鱼

鳞。因而有人说龙的形象来源于

马！古人认为 ：龙是天上飞的，

马是地上跑的同一种生物，只是

大小不同而已。《周礼》上说“八

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

尺以上为马”。当然，这自然不

是指我们通常理解的一般意义的

马，而是指神马或天马。中国自

古以来就有天马行空之说，同时

认为飞行在空中的天马和神龙一

样，拥有龙的能量，龙马精神很

早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以上两则民间传说虽然是人

类虚构的美丽故事，但它构成了

马文化诞生的原始基因及思想基

础，也反映出马与人类关系之密

切的确凿事实。在中国，马为六畜

之首，是任何家畜所不能相比的。

在人类悠远的历史长河中，

马确实是人类最早结识并驯化的

动物。众所周知，在农耕时代，

马作为人类生产生活领域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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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交通工具建立了不可磨灭

的功绩；在硝烟弥漫的战争时期，

马作为拉车的主力及将士的坐骑同

骑兵出生入死，以其神奇的速度、

勇敢的精神、无穷的力量和忠诚的

行为辅佐人类；在古代和平盛世，

马作为军中训练士兵和宫廷娱乐的

工具，参与古人马球比赛或狩猎活

动；在现代休闲旅游及体育竞技赛

场，马依然陪伴着人类去追求更高

更远的目标，与人们一起勇往直前。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马从史前时代的猎物到交通工

具，从生活中的助手到战争中的

机器，马的无可替代作用加速了人

类民族融合，推动了国家统一。人

类的迁徙和征战中，尤其是在游

牧民族的生活里，马始终与人类

一同亲历着每一次重大变革和历

史事件。千百年来，无论时代如

何变迁，科技如何发展，人与马

始终相依相伴，其共同创造的马

文化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

程，并起到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

作用。马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草原文化的主体，

是牧业文明的象征。作为蒙古马

的故乡，内蒙古弘扬马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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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学，促进马产业，发扬蒙古马

精神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二）马文化的内涵

马文化从学科归属上属文化

学，但所涉及的范畴又不局限于一

门学科，还涉及科学、文学、艺

术、体育、旅游、医学、军事等

多个领域。如果按照文化是人类

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总

和的界定，那么“马文化就是指人

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与马

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

和”。除了人们对马的生物学功能

的利用和开发，同时包含与马相关

的思想、行为、风俗习惯以及相关

的制度政策，可以分为马的行为

文化、马的物质文化、马的精神

文化、马的制度文化等。“马文化”

中内容最丰富的是驯马人和骑马人

的民俗，包括人类对马的认识、驯

养、使役以及有关马的文学艺术及

体育活动等内容。在不同地区、不

同民族中，马文化以不同形式、不

同内涵、不同程度影响了人类的生

活习惯、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诸

多环节。中华马文化有着极其丰富

的内涵，主要包括相马学、驯马

学、医马学、牧马学、赛马学、尚

马习俗、马具及其饰品、马图腾崇

拜、马政制度以及马的文学艺术等。

二、马背游牧民族马文化

史书有载，“黄帝造车，故号

轩辕氏”。炎黄子孙的祖先黄帝和

炎帝均来自游牧部落。从周天子万

乘之君始，战国时期著名的“胡服

骑射”、秦始皇统一中国及秦朝巨

大的兵马俑阵营；汉武帝征服匈奴

平定边疆，打通中西文明交流的通

道丝绸之路，为得天马不惜发动战

争 ；空前繁荣的隋唐盛世马球盛

行；成吉思汗开疆拓土，以游牧民

族为主的元朝横空出世，震惊世

界 ；明朝“高筑墙”大修长城，试

图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截然分

隔；康熙大帝御驾亲征，全民皆兵

的满族游牧部落。细数历史的辉煌

瞬间，均可凝聚成马上的历史，都

与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背雄

风塑造了顶天立地的马背民族，飞

奔的骏马把人类世界的间距拉近，

把人类行程的距离缩短，影响甚至

决定了人类的发展走向。

亘古以 来， 辽阔的北 方草

原、神奇的沃土始终与自己怀抱中

的生灵静默相守、相依相存、荣

辱与共。草原游牧文明的形成与

发展、草原文化的深邃与灿烂、马

始终参与其中并处于举足轻重的

地位，可以说马是推动草原部落

历史车轮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多

年来催人泪下的美丽传说、感人

至深的神话故事、诙谐幽默的寓

言、传奇的歌谣、哲理的典故、

种类繁多的祝词、长篇史诗、各

门类艺术创作以及流芳百世的精

品佳作，无论哪个领域都可以找

到以骏马作为主要描绘对象并贯

穿始终的动人篇章。如果没有马，

草原民族不可能产生如此多姿多

彩、美妙绝伦、经久不衰的文学

艺术旷世佳作。无论从哪个层面

谈起，支撑游牧民族精神与文化

的骏马，都始终在扮演着无可替代

的重要角色。蒙古马已成为草原文

化的灵感与命脉，是草原神奇的魂

魄。自古以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

族与自己胯下的坐骑相濡以沫、感

情深厚，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民

俗和文化。若骏马消失，不仅草原

独具特色的魅力将褪色，博大精

深、灿烂悠久的马文化也将残缺，

因为人们在马的身上寄托了太多的

情感和精神，为马赋予了太多的文

化内涵和历史使命。马曾伴随着人

类由远古走到今天，由愚昧驶向

文明，历尽了战场上的刀光剑影，

穿越了大自然的风雪霜寒。无论条

件多艰苦、旅途多遥远、负担多

沉重，马始终无怨无悔的与人类共

同承担。生活劳作、旅途奔波、战

场厮杀、赛场竞技，马都会全力以

赴。“草原不能没有马”是牧民心底

的呐喊，国家不能丢失马文化是人

民由衷的心声！

三、现当代马文化及未来展望

（一）赛马产业

现代交通工具虽然替代了马，

但马并未远离人们的生活。当前马

已经从昔日的战场转移到今天的赛

场，变身为体育休闲竞技的主角，

很多国家已将一年一度的赛马发展

成全民狂欢的节日。因此才有了世

界著名的四大赛马节，包括英国利

物浦大马赛、澳洲墨尔本杯赛马

节、美国肯塔基赛马节和法国凯旋

门大奖赛。我国虽有着几千年的养

马历史，马文化已经渗透到文化、

体育、休闲、娱乐、旅游等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但现代赛马业的发

展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影响我国

现代赛马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理念问题、资金问题、政策问

题、管理问题、运作方式问题等。

现代赛马文化的发展需要理

论探究、制度完善、经济支撑、

人才保障、马匹改良以及赛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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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技能水平的提高等综合指标协

调发展。随着现代赛马文化与传

统民俗赛马文化的融合等问题的

解决，我国现代赛马业一定会探索

出适合国情的经营方式和竞技形

式，建立自有的赛马赛事品牌。

借鉴国外赛马产业化的成功经验，

大胆创新，使其与旅游产业结合

起来多元化发展，并将赛马运动

向平民化、大众化方向发展，尽

快 使现代赛马业发展壮大。目

前，民间已建立起很多马场和骑

乘俱乐部，仅北京近郊就有 50 多

家，深圳、广州、上海、江苏、

成都、武汉、内蒙古、海南等地区

也分别建起了规模不等的现代化马

场，已呈现出比较稳定和良好的发

展势头，逐渐朝着竞技、娱乐、

休闲为一体的体育健身运动方向

迈进。我国具有繁殖和养育马的

有利条件，有丰富的马种资源，不

仅可以保证我国马业发展所需要

的优质马匹，还可以为开展赛马但

不具备育马、繁殖、调教条件的

国家和地区补充赛马，满足国际上

较大的市场缺口。除了培育赛马赛

事用马，还可以培育俱乐部一般骑

乘和娱乐用的马匹并出口国外，发

挥我国养马大国的优势，将我国

从马匹生产大国变成马匹出口大

国，同时开发中国马文化符号的

马具、马衣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相

关饰品，推动中国丰富的马文化

走出国门、影响世界。实现公共

文化服务均等化，丰富体育产业

内涵，使现代赛马产业与文化、

科技融合，与时代发展同步。

（二）马文化研究

文化 是 精神的 载体。 马在

几千年来与各民族融合的文化元

素，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更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动力

源泉。我们去研究远古时期的相

马、医马和驭马，关注历朝历代对

马的牧养、驯教及马政管理，探

究带有神话色彩、留芳后世的马

师皇神医，了解古希腊奥林匹克运

动第一次马术比赛等，既是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民族大众的

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尊意识，又

是在科学合理的评价基础上，积

极提炼和梳理传统马文化的现代

价值，为马文化注入更多的时代内

涵。大胆吸收各民族文化的先进

成分，提出更为切合当下实际的文

化理论，理性思考马文化当下所面

临的困境，审视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明的关系，同时融入世界先进马

文化建设的潮流中，树立新世纪

马文化的现代形象。

我国对于马文化的研 究始

于游牧先民的马崇拜，发展于人

马之间自然形成的生产生活，着

重对马文化的民风习俗、思维审

美、人马情怀等领域进行综合研

究，以深刻理解马背民族古老而

神奇的文化底蕴和丰富内涵，通

过揭示草原文化的现象来继承和

发扬传统的优秀文化遗产。

（三）马文化艺术创作

如今，马远离了耕耘，远离

了战争，但它们依然为人类的愉悦

和健康而奔驰，无论是信马由缰

的旅行，还是竞技赛场的拼搏，马

始终是人类忠诚的朋友和甘于奉献

的典范。千里马在国人心目中早已

是人才的象征，民族振奋的象征。

以马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种类

繁多，马已经渗透到生活和艺术的

方方面面。不论官方还是民间，不

论宗教信仰还是世俗生活，都有马

的痕迹，抓住并扩大马文化的影响

力，引导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提

供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加强马文化艺术创作，宣

扬马文化在当今时代新形势下的社

会价值之所在的初衷。当人们在

享受现代社会生活的同时，大力歌

颂马文化、马精神、马内涵、马品

质，让为人类历史发展立过汗马

功劳的骏马与我们一起分享现代文

明，让象征吉祥、友好、兴旺发达

的马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一

带一路”新的丝绸之路上，彰显新

时代的特点，续写新的辉煌篇章。

（四）马文化宣传与推广

历史悠久，时代绵长，马文

化的博大宽广，内容的丰富多彩，

希望我们的初步探讨能够引起更

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与加入，唤起

更多的人爱马并宣传推广马文化。

因为，弘扬马文化即是传承蒙古马

精神又能促进马科学、马旅游、推

动马产业、现代赛马业的全方位发

展。经过历史的沉淀，蒙古马的

精神已经融入了草原人民的血脉，

同时需要在与时俱进中加入新的

时代内涵，扩大和提升草原特色马

文化的知名度、影响力、感召力，

才能不负习近平总书记“守望相

助”的嘱托，重新唤起“干事创业

像蒙古马那样”吃苦耐劳、一往

无前的精神，蒙古马精神是根植

于马背民族心灵深处并激励其奋

发向上的原始力量，这种力量曾

经创造过辉煌的历史，相信也将

继续推动民族的未来，使草原民

族放射出新的光彩！

（作者单位 ：内蒙古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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