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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23年昭君文化研讨会举办

推动昭君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呼和浩特有昭君博物院，每年还要举办昭君

文化节，玉泉区还有一条“昭君路”，说起“昭君出

塞”的故事，就连小孩子都能给你讲上几句。在

呼和浩特各族人民心目中，昭君是真、善、美的化

身，是民族团结的象征。9月13日，由市委、市政

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文物

局）、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

化研究分会、呼和浩特市昭君文化研究会、昭君

博物院承办的2023年昭君文化研讨会在我市召

开，来自国内2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文博单位、

文旅企业的14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青城，共话

昭君文化的意义，探讨昭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文/图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王璐

作为昭君文化节的一项重要活动，9月 12日
至 14日，2023年昭君文化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
开。开幕式上，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
会副会长王黑小致欢迎辞，他表示，昭君出塞贯通
长江文明、黄河文明、草原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历史脉络；昭君出塞中的“昭君”形象，是
2000多年来树立起的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和中华民族形象。

研讨会的主题演讲环节更是大咖云集，原烟
台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
崔明德教授；国家与疆域理论研究室主任、编审，
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中国民族史学会副
会长李大龙教授；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中国人
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古村落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
赵琛教授；三峡大学昭君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王前程教授；内蒙古大
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民族学学会昭
君文化研究分会副会长王绍东教授分别从“和亲
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天下’视域下‘中
国’与‘边疆’”“从昭君出塞论共筑长城”“从古代
文人对四大美女的评价看昭君出塞的独特价值”

“昭君文化是‘北疆文化’百花园中的鲜艳花朵”
等方面作了精彩纷呈的演讲，共同探讨“昭君文
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与昭君出塞的当
代价值与传承发展。

大会主题发言由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
研究分会副会长王绍东教授和莫久愚教授主持
并进行点评。在研讨会期间，专家学者来到昭
君博物院、盛乐博物馆考察调研。此外，专家学
者一行还到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回民区乌素
图段战国赵长城遗迹考察，感受“北疆文化”的
丰富内涵。

专家、学者齐聚青城
共话昭君文化传承发展

随着旅游业的复苏繁荣，如何将文化符号
更好地融入旅游产业，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
促进经济发展，也是很多旅游从业者所关心的
问题。在此次昭君文化研讨会举办期间，同时
还举办了昭君文化旅游联盟座谈会，就塑造昭
君文旅品牌、参与打造“昭君出塞和亲路”助力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进行研讨，与会者达成广
泛共识。

“我们是昭君的娘家人，你们是昭君的
婆家，湖北和内蒙古是很有渊源的。”研讨会
上，来自湖北省宜昌市昭君文化促进会副会
长易行国幽默地和大家解释着湖北与内蒙
古的缘分。多年来，呼和浩特市一直致力于
昭君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自 1988年举办第一
届昭君庙会，后更名为昭君文化旅游节并举
办至今；自 1999年至今持续举办昭君文化研
讨会，每年围绕不同主题从不同角度对昭君
文化展开研讨，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易
行国说：“呼和浩特一直是昭君文化研究的

前沿和先锋，作为昭君的娘家人，我们由衷
地感到欣慰和敬佩。”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还有来自陕西、山西、
北京等省市的文旅企业的负责人，来自西安
的刘红梅就是其中之一，她也是国际文化旅
游管理参赞、昭君联盟轮值主席。刘红梅表
示，专家、学者讨论的昭君文化是根是魂，而
作为旅游从业者，她更注重如何把昭君文化
融入到文旅产业中，让更多人知道昭君文化
的传承，“我们把昭君文化融入到吃、住、行、
游、购、娱当中，让更多人通过生活、旅游了解
昭君文化，为昭君出塞路线沿线的 11个城市
有更好的发展贡献力量，这也是昭君文化研
讨会的另一重要意义。”刘红梅说。

主办方表示，本次昭君文化研讨会是昭君
出塞、昭君文化前沿问题研究的一次重要展
现，推动昭君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
力打造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本内
容的“北疆文化”品牌。

弘扬昭君文化 助推文旅发展

与会者认真聆听专家的分享 与会专家、学者走进盛乐博物馆参观考察

与会专家、学者在回民区乌素图段战国赵长城遗迹考察、调研 郭雁平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