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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反映中国蒙古学研究状况，交流学术信息，推动中国蒙古学的进一步发展，弘扬蒙古族的优
秀文化传统，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组织出版《中国蒙古学文库》。
文库的内容包括中国蒙古族的历史与现状、经济、军事、教育、法律、宗教、文化、艺术、哲学及社
会思想、科技史及文物考古、风俗习惯。
其中许多课题是国内外很少有人研究的新课题。
文库反映了近十年来中国蒙古学发展的情况，反映了中国蒙古学研究的最新成就和学术水平，是一套
集思想性、科学性、学术性为一体的学术著作。
《蒙古族生态智慧论：内蒙古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研究》作为分册，主要探讨内蒙古原生态的恢复与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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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乌峰，蒙古族1962年7月9日生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
1983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教系，1987年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
同年考取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于1990年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
同年留系任教，先后给专科、本科、研究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
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忽必烈思想研究”等课程。
2002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哲学家萧前教授，专攻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
哲学。
2005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并返回母校——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工作。
现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政学院哲学系主任。
先后出版《哲学原理》（全国通用教材，合编，人民出版社。
1994.6）；《哲学原理纵论》（人民出版社，1995.9）；《蒙古族哲学史》（合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5.12）；《蒙古族古代军事史》（合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3）；《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4）等
教材和专著。
在国家、省部级科物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题为“内蒙古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实践理念研究”
（05XZX005）的国家课题一项，参与国家课题《蒙古族百科全书》（哲学卷、军事卷）的写作，撰写
蒙古族古代哲学、生态学、军事条目共90余条，其中，《军事卷》已于2006年12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出版。
参与国家课题《蒙古族草原生态文明研究》。
另外，参加教育部课题一项，自治区课题三项，教育厅课题两项。
多次获自治区、教育厅和学校奖项。
兼任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年会常务理事、中国哲学年鉴特约编辑、中国蒙古学文库编委等社会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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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蒙古学文库》序《中国蒙古学文库》总论序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研究的理由、理论意义和实
践价值一、研究的理由二、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二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一、研究的重点二、
研究的难点三、研究的技术路径第二章　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研究总体状况回顾第一节　国外学术界
相关研究综述一、国外关于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研究进展二、国外关于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研究中存
在的问题三、国外相关研究的借鉴意义第二节　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述评一、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的
概念界说二、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对策措施三、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的运作格局第三章　内蒙古草
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的观念支持第一节　早期蒙古族游牧经济中的生态智慧一、游动性二、分散性三、
不稳定性或脆弱性四、生业方式中的生态智慧五、生活习俗中的生态智慧第二节　神话故事、英雄史
诗、哲学、宗教中的生态智慧一、创世说中的生态自然观二、自成说中的生态自然观三、联系的观点
和变化、发展的观点四、幻想中征服自然的观点与理想国第三节　蒙古族大地伦理思想与敬畏生命的
观点一、蒙古族大地伦理思想二、蒙古族敬畏生命的观点第四节　蒙古族法律中的生态智慧一、土地
、草原保护法二、动物保护法第四章　内蒙古草原生态退化荒漠化沙化诸成因探讨第一节　内蒙古自
然地理环境概述一、温带草原：草原植物群落及其分布二、高原地貌：地表开阔坦荡并切割轻微三、
气候特征：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型四、水系分布：水资源严重匮乏且不平衡五、土壤类型：明显的
水平分布的土壤带第二节　内蒙古草原生态退化荒漠化沙化的自然环境因素一、天文因素：天体运行
与地球自身运动二、地理地貌：生态环境的独特与脆弱性三、气候条件：气候条件的多变与恶劣性第
三节　内蒙古草原生态退化荒漠化沙化发生的社会因素分析一、制度因素：导致灾荒的根本社会成因
二、人口剧增：超过草原的承载力而致灾三、过垦过牧：加大草原的破坏侵害力度第四节　思维方式
与行为模式的转换一、生态思维及其特征二、游牧生态经济及其生态化三、心态与生态：恢复重建难
度的一种思考第五章　内蒙古草原生态重建及其相关要素系统探究第一节　草原生态重建的技术条件
一、生态文明的结构特征二、生态文明的技术体系三、生态文明的能源基础第二节　资源环境与经济
生态的建构一、关于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并举二、关于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的结合三、关于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的统一第三节　草原生态恢复重建之势在必行一、草原生态恢复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二、人
的问题是首要的问题三、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重建的实践审视第六章　生态移民及多种效应分析第一
节　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的背景与研究意义一、实施背景二、研究意义三、国内外研究进展四、研究内
容五、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第二节　浑善达克沙地生态地理概况一、地理位置二、自然地理环境三、
典型区概况第三节　实施生态移民的社会效益一、牧民对生态移民工程的态度二、生态移民工程对牧
民生活的影响第四节　生态移民对迁入地的影响一、对社会治安的影响二、对人们生态观念的影响三
、生态移民工程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四、生态移民工程对牧民生产的影响第五节　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的
生态效益一、草地生态效益内涵二、结合“3S”技术的草地生态效益的价值估算第六节　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二、讨论附录：个案一：科尔沁沙地近40年的气候变化——以库伦旗为例个案二：额济纳绿
洲近50年的气候变化——以额济纳旗为例个案三：浑善达克沙地住民贫富差异及原因分析参考文献《
中国蒙古学文库》已出版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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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内蒙古是畜牧业大省区，草原是畜牧业的根本，草原植被也是保持水土、缓解
大气污染、减少沙尘暴、保护生态环境最主要的植被。
由于草原植被的日益退化引起了严重的荒漠化和沙化，内蒙古草原生态日益受到区内外乃至国内外各
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草原生态的恢复与重建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目前，关于内蒙古草原生态的研究大体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内蒙古草原生态应把恢复放
在首要的地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草原的重建应该是首要的问题。
在两种基本框架范围内，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文化变迁、制度安排等因素对草原荒漠化的影响，取得
了较大的成绩。
但是，还未能把内蒙古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没有把此问题放在环境科学、生
态经济学、生态人类学、草原学、气象学、灾荒史学等更广泛的领域进行综合研究，恢复与重建的有
效途径、中介环节、工具系统等还没有得到较好说明，实地考察资料、图文数据资料的掌握以及在此
基础上的科学分析成果为数甚少，研究工作存在较大缺陷，这就有必要对此进行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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