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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地区的发展及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变迁历来是中国社会学、民族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
以内蒙古地区及蒙古族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蒙古族地区发生了全方位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
如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曾先后十多次对内蒙古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包头、赤峰、呼伦
贝尔、阿拉善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其中，系列研究“三访赤峰”更是广为人知。
在对蒙古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中，一些蒙古族学者非常引人注目，他们以对本民族文化独特的感
悟而使得他们的研究颇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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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亚明，1978年生于湖北薪春。
200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获民族社会学专业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南开大学工作。
现为南开虫学周恩采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民族政治学。
已在学术期和上公开发表论文近20篇。
　　包智明，1963年生于内蒙古科左后旗。
199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专业博士学位。
自1988年以来，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央民旌大学和日本名古屋商科大学。
7997年至2007年曾先后五次赴日本留学、访问研究和任教。
2009年12月被选拔为2010-2011年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
现为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数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社会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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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半农半牧经济文化形态的形成　　蒙古族自登上历史舞台就以游牧民族著称于世。
然而现代研究表明，蒙古地区的先民们在从采集植物果实作食物到人类农业史的所有各个阶段中都延
续了农耕活动。
前苏联和蒙古国学者通过考古和其他资料研究发现，蒙古地区的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农耕活动并将其产
品用于生计。
①在蒙古兴起以前，蒙古地区就已经存在相当水平的农业生产活动，但只有汪古部和弘吉刺部等少数
部落参与农业经营。
到了元代和明代，蒙古地区农业虽有所发展，但规模甚小，并多以官田和军屯的形式存在。
同时，那些占有畜群较少的蒙古牧民也一直把农业作为一种副业来经营。
在这一时期，虽有部分牧民弃牧从农，但人数上无法与从事牧业的牧民人数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清代以前的蒙古族传统农业是以游牧经济的副业和补充形式出现的。
　　在清代之前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蒙古族地区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除了蒙古族的牧业传统之外，人为
的政策因素也起了很重要的抑制作用。
蒙古族的上层人物并不希望在蒙古地区发展农业。
一方面他们拥有的大量畜群需要大量的草牧场，而农业的发展则会占用大片肥沃土地；另一方面蒙古
部分地区严酷的自然气候也不适于发展农业生产。
例如，1320年和1337年统治者分别以北部地区不产粮和北部边疆戈壁地区过于寒冷为由，下令禁止官
田。
②这些法令政策在客观上打击和限制了当地农业发展。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统治的需要，清朝的满族统治者自始至终把与蒙古族的关系置于建立政权和巩
固政权的重要地位。
这样一种关系的建构也是通过推行一系列政策来达到的。
通过对蒙古族实行“恩威并用，怀柔为主”、“满蒙联姻”、“盟旗制度”、“设立蒙古事务的专门
管理机构”、“对蒙古族封建领主封官赐爵”、“大力提倡和保护喇嘛教”以及“严禁蒙古族与汉族
民族交往”等一系列政策，使得蒙古族成为清政权的一个稳定因素，甚至成为其维持统治的重要支持
力量。
①　　蒙古各部归附清朝（后金）之后，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并对所编建的蒙古各旗采取
了分而治之和禁垦等政策，后人称“封禁政策”。
在清朝各代，这些政策在内容上涉及广泛且有所不同。
下面是从各代发布的封禁令中归纳出来的与农业开垦、蒙古族与汉族交流等有关的禁令：（1）禁止
各旗蒙古人之间私自往来和通婚；（2）禁止各旗蒙古人越界游牧；（3）禁止内地汉人进入蒙古地区
开垦种田；（4）禁止蒙古族人私自开垦牧地；（5）禁止内地汉族人进入蒙古地区定居、与蒙古族人
通婚；（6）禁止内地商人私自进入蒙古地区经商贸易。
　　第一、第二条可以说是盟旗制度的一部分，也是清政府为了削弱蒙古各部的整体实力而采取的“
分而治之”的政策。
这一政策虽然与后来在蒙古地区出现半农半牧的经济文化形态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所导致的游牧范
围的限定和缩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蒙古人的定居化进程，为引进农耕文化提供了条件。
第三、第四条则是直接与农业开垦有关的政策。
清政府不仅禁止汉族人私自进入蒙古地区开垦种田，而且也禁止蒙古族人（王公贵族）招汉人开垦牧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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