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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

（一）草原生态观的体现

人类起源于自然，人的衣食住行都依赖于自然 [1]。《江格尔》

中，草原不仅是英雄们的战场，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

史诗中多次描绘了草原的美丽与富饶，体现了蒙古族人民对草原

的热爱与敬畏。他们深知草原的脆弱与宝贵，因此在生活中始终

保持着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这种生态观在史诗中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如江格尔等英雄在战斗与生活中，始终遵循着保护草

原、尊重自然的原则。史诗写道：“要向着光明，向着太阳 /在

芬芳的大草原的南端 /在平顶山之南 /十二条河流汇聚的地方 /在

白头山的西麓 /在宝木巴的海滨 /在香檀和白杨环抱的地方 /建筑

这座奇迹般的宫殿最为吉祥。”“向着光明，向着太阳”，既是人

们对自然规律的遵循，也是对蒙古民族崇拜的最高对象和一切权

利——— “长生天”的敬畏。水草茂盛的草原是马背民族安身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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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之地，因此，他们要在“十二条河流汇聚的地方”、“在芬芳的

大草原的南端”建筑这座奇迹般的宫殿。这里是与天地最为和谐

相融的理想之国，“宝木巴”即有圣地、福地、仙境、乐园或极乐

世界之意。

在史诗《江格尔》的宏大叙事中，广袤的草原不仅仅是一片

供英雄们驰骋、展现英勇与智慧的战场，它更是承载着蒙古族人

民生存与繁衍的至关重要的生命之源。在这部史诗的篇章中，我

们多次能够见到对于草原的细腻描绘，它的美丽被赞颂，它的富

饶被称颂，充分体现了蒙古族人民对于这片绿色家园的深沉热爱

与无比敬畏。他们深刻理解到，草原生态的脆弱性以及它对于自

身民族的重要性，从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

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与共生共荣。

这种先进的生态观，在《江格尔》这部史诗中得到了淋漓尽

致的表现。英雄人物如江格尔，他在英勇战斗的同时，也始终坚

守着保护草原、尊重自然的原则。无论是在战场上的英勇杀敌，

引言

《江格尔》作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不仅展现了古代马背民族的英勇与智慧，更蕴含了深厚的生态思想。在草原文化的背景下，蒙

古族人民形成了独特的生态伦理观，敬畏自然、尊重生命、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些思想在《江格尔》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成

为史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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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行为，江格尔和他的战友们都在用实际

行动来展现对草原的珍惜与保护。他们深知，只有保护好这片绿

色的家园，他们的部族才能得以延续，他们的生活才能得以保

障。因此，保护草原，尊重自然，成为了他们行为准则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这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不仅深深地植根

于蒙古族人民的心中，也通过《江格尔》这部史诗，传承给了

后世。

（二）英雄形象的生态寓意

《江格尔》作为我国蒙古族最著名的英雄史诗，生动地塑造

了一批令人难忘的英雄人物。这部史诗散发着深厚的英雄气概，

展现了英雄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性格 [2]。史诗中的英雄形象，

如江格尔、洪古尔等，不仅是力量的象征，更是生态智慧的化

身。他们不仅勇猛善战，更具备着深厚的生态意识。例如，洪古

尔在面对侵略者的挑衅时，坚决反对破坏草原的行为，体现了对

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这些英雄形象通过他们的故事和行为，向

后人传递了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生态伦理观。在宏伟的史诗篇

章中，那些英勇无畏的传奇人物，如江格尔、洪古尔等，他们不

仅仅是力量强大的化身，更是智慧与生态理念的典范。这些英雄

人物不仅以勇猛的战斗技巧和无与伦比的战斗力闻名于世，更以

他们深邃的生态智慧令人敬佩。他们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对生态

环境的尊重和保护，无不在他们的行动和故事中得以体现。以洪

古尔为例，当面临外敌入侵和挑衅时，他不仅展现出了不屈不挠

的战斗精神，更在保卫家园的同时，坚决反对任何破坏草原生态

的行为。洪古尔的这一行为，不仅是对个人荣誉和尊严的捍卫，

更是对自然环境，对生态平衡的坚定维护。这种对大自然满怀敬

畏，对生命充满尊重的生态伦理观念，通过他们的英勇事迹得以

传承和弘扬，影响了无数后世子孙。

二、人与万物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

（一）草原文化的生态模式

蒙古族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核心议题之一。

在《江格尔》中，这种关系得到了生动的展现。史诗中描绘的草

原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而有序的整体，各种生物在其中相互依

存、共同进化。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与

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态模式，这种模式在史诗中得到了深刻的

体现。在深植于蒙古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之中，我们发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处始终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在蒙古族史诗

《江格尔》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部史诗不仅是一部英雄

赞歌，更是一幅生动描绘草原生态系统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画卷。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无数生物种类构成的错综复

杂的网络，它们之间不仅是单纯的捕食与被捕食关系，更是一种

彼此依存、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动植物种类繁多，它们在广袤

的草原上共同经历着风雨，共同进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态

平衡。

在《江格尔》的叙述中，蒙古民族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被反

复强调。这不仅仅是因为自然提供了他们生存的必需品，更因为

蒙古民族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与自然息息

相关。长期的游牧生活使蒙古民族深刻理解到，只有与自然和谐

相处，才能确保牲畜的健康成长和草原的持续肥沃。因此，他们

采取了一种季节性迁徙的放牧方式，根据不同季节和草场的生长

情况调整牧群的位置，这种做法有效地保持了草原的生态平衡，

防止了过度放牧造成的草原退化。

史诗中对于自然的描绘，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观的赞美，更是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理念的深刻体现。蒙古民族在《江格尔》的

启示下，学会了如何观察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他们对每

一片草场都充满敬意，对每一次降雨都心怀感激，对每一条河流

都予以保护。这种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已经深深地融入到蒙古

民族的生活哲学和行为习惯中，成为他们文化身份的一部分。《江

格尔》不仅是一部叙事史诗，更是一部蕴含着丰富生态智慧的经

典之作。它向我们展示了蒙古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如

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维护着这片广袤草原的生态平衡。

（二）坐骑形象的生态象征

在《江格尔》中，坐骑不仅是英雄的伙伴和工具，更是生态

智慧的象征。如江格尔的坐骑阿仁赞骏马，奔跑九百九十多天不

疲惫，且能与主人心灵沟通，多次帮主人化险为夷。这种人性化

的坐骑形象，不仅体现了人与动物的深厚情感，更蕴含了生态整

体主义的价值观。它们作为草原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英雄共同守护着草原的和谐与安宁。在《江格尔》这部史诗般的

宏伟巨著中，我们可以看到，坐骑不仅仅是英雄们最忠实的伙伴

和赖以生存的重要工具，更是一种生态智慧的生动象征。以江格

尔为例，他的坐骑 —— 阿仁赞骏马，以其无与伦比的耐力和坚

韧，奔跑了九百九十多个日夜而不显疲惫，堪称马中的佼佼者。

更为神奇的是，这匹骏马与江格尔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心

灵感应，它能够在关键时刻洞察主人的心意，并多次在危难之中

挺身而出，助江格尔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种充满人性化的坐

骑形象，不仅深深地体现了人与动物之间深厚的情谊和依赖，更

是在无意间揭示了生态整体主义的深刻价值观。在草原这个广阔

的生态系统中，坐骑与英雄们共同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

是这片土地上的一份子，与人类英雄携手并肩，共同守护着草原

的宁静与和谐，维护着大自然的安宁与平衡。这种对自然的敬畏

和珍视，这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正是《江格尔》所要传达

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对当代生态思潮的启示

（一）摒弃人类中心主义

《江格尔》所体现的生态思想，与当代生态伦理学的核心理

念相契合。它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强调人类与自然界的

平等关系。这种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提醒我

们要摒弃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行为，恢复人在自然界中应有的位

置，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江格尔》这部作品所蕴含的深刻生态智慧，与当今生态伦

理学的核心观念不谋而合。它坚决反对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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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人类与自然界应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样的理念对于当今社会

来说，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作用，它警示我们要摒弃对自然的征

服和掠夺行为，重新找回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合理位置，以实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江格尔》的生态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观

念，更是一种行动指南。它告诉我们，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

统治与被统治、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存、共生

共荣的关系。我们应该尊重自然的规律，顺应自然的节奏，而不

是试图去改变它、征服它。在当代社会，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

人类活动的日益扩张，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成为了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江格尔》的生

态思想更加显得珍贵和重要。它提醒我们，要摒弃过去的错误观

念和行为方式，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新的生态伦理观

念。具体而言，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践行《江格尔》

的生态思想：

总之，《江格尔》的生态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行动

指南。我们应该摒弃过去的错误观念和行为方式，重新审视人与

自然的关系，树立新的生态伦理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建

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传承与弘扬生态智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最根本的理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一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继

承与发展 [3]。《江格尔》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瑰宝，蕴含着丰富

的生态智慧。这些智慧不仅对于蒙古族人民具有重要意义，更对

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作用。因此，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和

传承这些生态智慧，将其融入当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之中，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江格尔》这部作品，被誉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其所

蕴含的丰富生态智慧，不仅仅对于蒙古族人民具有深远的重要意

义，更对全球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因此，我们有

必要对这部作品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传承并发扬这些宝贵的

生态智慧，将其融入到当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中，以此来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江格尔》中的生态智慧，是其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包含了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这是我们构建生态文明

的重要基石。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重视

这些生态智慧，以其为指导，推动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

我们也应该将这些生态智慧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让每个人

都能够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从而形成良好的环保习

惯，为构建生态文明做出实际的贡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我们的后代留下

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

总的来说，《江格尔》中的生态智慧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我

们应该深入挖掘、传承并发扬光大，以此推动全球的生态文明建

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

任，也是我们对于未来的承诺。当然，深入挖掘和传承《江格

尔》中的生态智慧，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这需要我们从多个层

面、多个角度进行探索和实践。

四、结论

《江格尔》作为蒙古族长篇英雄史诗的杰出代表，不仅展现

了古代马背民族的英勇与智慧，更蕴含了深厚的生态思想。通过

对其生态意蕴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敬畏自然、

尊重生命、人与万物和谐共存的生态伦理观和生存智慧。这些思

想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贡献，提醒我们要摒

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传承与弘扬生态智慧，共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江格尔》这部作品，作为蒙古族长篇英雄史诗中的璀

璨明珠，不仅以其描绘的古代马背民族的生活画面和英雄形象令

人瞩目，更以其深刻的生态思想内涵引人深思。这部史诗在叙述

英勇的蒙古族先民们如何以智慧和勇气征服四方的同时，也传达

了一种对自然界的深深敬畏和对生命的无比尊重。这种生态伦理

观和生存智慧，不仅在古代蒙古族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

代社会的发展也依然具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斯仁巴图，伊兰琪．鄂温克族神话中的生态观念［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22，30 （01）：27-30.

[2]王旭．民间文学的魅力：英雄史诗《江格尔》解析［J］，中原文学，2024 （26）：45-47.

[3]任立娟．古典诗文中的生态智慧对当今社会的启示［J］，文化产业，2024 （31）：138-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