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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回首几年前，记得当我们在国内首次招收“文化传承与教育”研究方向硕士和博士生时，很多考
生纷纷询问“这个方向是研究什么的 ？
”“它属于民族学还是教育学 ？
”等等，很多同行对此也显示出有些困惑不解的表情。
确实，这个研究方向在国内属于首创，与民族学和教育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有所不同，具有交叉学科的
特点。
应该说，这种交叉体现在把教育学问题从民族学的视角展开；或者说是把民族学问题从教育学的角度
重新加以审视。
简而言之，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是：人的个性特征是如何通过文化传承被铸就的。
　　以往的人类学研究，多是解释某种文化是怎样形成的，该种文化的特征何在。
虽然其中也涉及文化对人的影响，但其研究往往是泛泛的，通常是用来解释某个民族的群体特征。
诚然，每个民族群体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
比如有的民族长于嗅觉，有的民族长于听觉，有的民族长于运动知觉；同样，有的民族性情刚烈，有
的民族含蓄柔和。
诸如此类，没有哪两个民族完全相同。
究其原因，应该说它是文化的产物。
文化是入创造的，但反过来文化又创造了入。
正是文化的不同，才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群体。
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每一个人都隶属于某一个民族，其个性特征会与该民族的群体特征有一定
的共性，但由于每一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特别是在文化传承中的影响与选择的不同，因此每个个体
在个性发展上会有不同的取向。
以蒙古族为例，有人具备勇猛剽悍的特征；而有人则显露出温顺细腻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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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多年来在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过程中所进行的一个初步探索，其中既
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既有导师的研究，也有研究生们的心血。
我们深知，这些研究仅仅是个开端，前面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展开。
但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极为开阔和有价值的研究领域。
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将和国内外的学者和学子不断地向前开拓，充分挖掘我国各民族优秀文化
中所蕴藏的独特而丰富的教育资源，并与学校教育工作者一起将这些民族文化逐渐以多种形式引入到
我国的学校教育体系中，使我国的学校教育既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同步，同时又能使其带有鲜明
的中国特色，从而使我国的人才培养和教育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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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军事政治的惩治手段　　在元帝国建立前后，搏克在社会中占有很重要的社会地位，成吉思
汗把“那达慕”三项竞技即摔跤、骑马、射箭作为军事训练的主要项目。
蒙古社会选举部落首领、定夺汗位或选拔将领，都把摔跤能力作为重要选拔标准之一。
例如，忽图勒罕就是因此而被推选为全蒙古泰亦赤兀惕首领；成吉思汗本人及其将领亦都是三项竞技
方面的超群者；“那达慕大会上的搏克冠军都编人蒙古护卫军，所有的汗（皇帝）或将领们的护卫军
都是由搏克手组成”。
　　元帝国建立之初，盛行一种统治阶级欣赏和作为惩治手段的“自由式摔跤”。
这种摔跤不是“一跤定胜负”，而是摔倒后仍可以相搏，而且必须使对方双肩着地才算赢。
因此，为达到目的经常用各种手段去制伏对方，带有原始的野蛮性、刺激性和残忍性，常发生伤亡和
死亡的事故。
比如《蒙古秘史》中记载：“太祖一日教布里孛可与别勒古台厮搏，布里孛可用一手一足搏倒，教不
能动。
至此布里孛可佯为不及别勒古台，倒了。
别勒古台一边压着，回顾太祖。
太祖将下唇咬着，于是别勒古台知其意，用膝盖将他脊背按着，两手捉住他项，用力向后折，折了脊
骨。
布里孛可说：‘我本不输，因怕成吉思汗，佯为力不胜，却将我性命送了。
’”《蒙古秘史》还记载，成吉思汗的家奴蒙力克有七子，密谈暴乱被发觉，成吉思汗就用别勒古台
等三个搏克手将他们消灭，解决了内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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