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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戎

　　[摘要] 　建国后的 60年里 ,我国草原牧区的各项制度和政策先后经历了多次重大变

化 ,影响了内蒙古牧区“移民-本地居民”关系和蒙汉关系的走向 。本文以一个典型性蒙古

族草原牧业社区作为分析个案 ,通过“解剖麻雀”的人类学社区调查方法揭示牧区蒙古族基

层社区的体制 、结构和蒙汉关系的演变。在当年插队经历和近期实地调查资料基础上 ,文章

详细介绍了这个牧业嘎查的行政沿革和不同体制下人口迁移模式的变化 ,并对草原牧区蒙

汉交往的基本类型及蒙汉交往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讨论与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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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理解建国后几十年内蒙古草原牧区所经历的社会变迁 , 理解牧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 对内蒙古牧

区的基本情况(草原面积 、人口分布与民族构成 、蒙汉民族互动的基本模式)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十分必要。

以宏观背景为基础 , 我们可以对草原牧区的人口迁移历程及不同历史时期移民对农牧关系和蒙汉交往的

影响进行系统和深入的分析 , 从而理解今天内蒙古草原牧区蒙汉关系的现状 ,并对未来可能的演变趋势和

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 新中国的中央政府在 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范围内所推动的行政整合 、经

济整合 、文化整合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 无论是以前的各个朝代还是民国时期 , 都没有能够

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西藏 、新疆和内蒙古边疆地区 , 基层政权 、工贸企业 、银行(信用社)、学校 、医疗 、交

通运输 、邮电通讯 、军队与边防建设 、警察与户籍管理等系统都按照现代国家的治理模式 , 采用统一的体

制 , 自上而下建立起来。从此 ,中央政府的政治路线 、经济体制和各项政策在指导我国社会 、经济 、基层组



织和人民日常生活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因素。

在建国后的 60 年里 ,我国各项制度和政策先后经历了多次重大变化。以农村为例 , 就经历了土地改

革 、合作化运动 、人民公社 、文化大革命 、家庭承包制等多次体制变迁。在这些体制(行政管理体制 、生产资

料所有制 、经济商业管理体制等等)下曾存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经营模式 , 存在不同的迁移管理模式

和人口迁移行为 , 这些都影响了内蒙古牧区的“移民-本地居民”关系和蒙汉关系的走向。体制和政策因

素的决定性作用 , 在我们多年来无论是在汉族聚居区还是少数族群聚居区开展的社会调查中都得到证实。

因此 , 本文对牧区蒙汉关系演变的分析 ,将以制度变革作为社区变迁分析的主要线索 , 分析在各种体制下

草原牧民作为个体或群体如何生活和生产 ,如何与本社区成员和外部人员互动交流 , 他们在两种体制接替

的转型期如何根据外界条件和自身利益和理性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样的宏观视角将有可能帮助我们从

总体社会制度和人口迁移政策演变的高度来理解一个具体牧业社区 ,又帮助我们进一步通过透视这个社

区的变迁过程来努力理解和把握草原蒙古族社会发展和蒙汉交往的总体轨迹。

在对草原牧区的社会变迁进行描述与分析的过程中 , 本文将以一个具有典型性的蒙古族草原牧业社

区作为我们观察和分析的个案 , 希望通过“解剖麻雀”的人类学社区调查方法 ,揭示牧区蒙古族基层社区的

体制 、结构和蒙汉关系的演变。我们的调查地点是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沙麦苏木的呼

日其格嘎查。选择这一社区作为调查分析对象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它在自然资源 、经济结构 、人口

密度 、民族构成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文化风俗等方面在内蒙古草原牧区具有一定代表性 , 另外一个理由是

在 1968 年至 1973 年期间 , 笔者作为一名北京知识青年曾在这里插队当牧民 , 熟悉这里的生产和生活 , 在

1992 年至 2002 年期间又多次回访这一社区 ,以这一社区作为分析个案具有许多便利条件 。自 1947 年解

放以来 , 这个蒙古族牧业社区经历了多次重大体制变革 , 每次体制变革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基层

组织 、人口迁移的形式与内容 ,而汉族人口在蒙古族牧区的迁移又导致蒙汉民族文化交流在内容 、形式 、程

度方面不断发生变化 , 最终影响着这个草原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蒙汉关系。这个基层社区的变迁可以

作为草原牧区的一个缩影来展示建国后几十年草原上所发生的各种变化。

一 、内蒙古草原牧区基本情况

　　1.地理与人口情况

根据地貌和经济结构 , 我国国土可大致划分为几大经济区 , 其中阴山山脉以北的蒙古高原是广阔的草

原牧业区。内蒙古自治区拥有草原面积 88 万平方公里 , 约占全区面积的三分之二 ,占我国天然草场的四

分之一 , 牧草总覆盖率在 60%以上 ,是我国五大草原牧区之首。(《内蒙古自治区概况》编写组 , 1983:95)几

个世纪以来 , 蒙古族是居住在我国北部草原的主要民族之一 , 他们的传统经济活动是逐水草迁徙的草原畜

牧业 , 并形成与这种生产方式(游牧)相适应的居住方式(蒙古包)及生活习俗 ,在宗教上长期受藏传佛教的

影响。在这些方面 , 蒙古族牧民形成了与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汉族农村很不相同的牧业社会 。

蒙古族和汉族是内蒙古自治区人口最多的两个族群。结合农业-草原畜牧业 、蒙汉人口比例这两个

因素来考虑 , 内蒙古自治区又可分为“农业区” 、“半农半牧区”和“牧区”这三个从东北到西南走向的大致平

行的条形地带。从东北到西南 , 自治区沿中蒙边界的北部条形地带是草原牧区 , 以蒙古族牧民为人口主

体。东部和南部与汉人聚居各省相邻的一个条形地带是农区 , 以汉族为人口主体。两者之间的条形地带

则是农牧交错的半农半牧区 , 也是蒙汉混杂居住地区。本文分析和讨论的内容 , 将仅限于以蒙古族牧民为

人口主体 、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北部草原牧区的社会变迁和蒙汉关系。

表 1 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 , 在 1953 年到 2000 年期间 , 内蒙古总人口增长了 3.08 倍。其中蒙古族人口

增长 4.06 倍 ,年平均增长 30.2‰;同期汉族人口增长 2.84 倍 , 年平均增长 22.5‰。在 1953 年到 1964 年

期间 , 迁入成为汉人增长的主要原因 , 1964年后 ,迁入数量减少 , 1982 年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 汉族

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蒙古族人口在 1990 年以前保持高增长率 , 1991 年牧区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后 ,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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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开始下降 , 但仍明显高于汉族。当我们思考内蒙古社会发展和蒙汉关系时 , 近二十多年里蒙古族人口

的快速增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表 1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规模与民族构成变迁

总人口 % 汉族人口 % 蒙古族人口 %

1953 普查 7 , 584 , 000 100.0 6 , 493 , 000 85.61 985 , 000 12.99

1964 普查 12 , 334 , 138 100.0 10 , 729 , 407 86.99 1 , 384 , 455 11.22

1982 普查 19 , 274 , 279 100.0 16 , 277 , 899 84.45 2 , 489 , 780 12.92

1990 普查 21 , 456 , 518 100.0 17 , 289 , 995 80.58 3 , 379 , 738 15.75

2000 普查 23 , 323 , 347 100.0 18 , 465 , 586 79.17 3 , 995 , 349 17.13

2007 统计 2405.1 万 100.0 1898.0 万 78.92 427.7万 17.78

1953～ 1964 11 年期间年均增长率(‰) 46.7 31.4

1964～ 1982 18 年期间年均增长率(‰) 23.4 33.1

1982～ 1990 8年期间年均增长率(‰) 7.6 38.9

1990～ 2000 10 年期间年均增长率(‰) 6.6 16.9

　　资料来源:宋廼工 , 1987:349。历次人口普查数据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 , 2008:104。

在人口的地理分布格局上 ,蒙汉人口分别以农业区和草原牧区各自形成自己的传统聚居区。内蒙古

自治区公布的 2000 年人口普查统计单位为 32 个市(或市区)、52 个旗和 17 个县 , 蒙古族在各单位总人口

中所占比重可分为六组(表 2)。最初在进行行政区划规划时 , 对一个行政地域是设“旗”还是设“县” , 政府

肯定考虑到当地行政区划的历史和人口的民族构成。 从 2000 年的普查结果看 , 蒙古族主要集中在各旗 ,

只有 3 个县的蒙古族人口比例在10%以上。在全部 52 个旗中 ,蒙古族人口比例在 50%以上的有 10个旗 ,

在 30%到 50%之间的有 14 个旗 , 在 10%到 30%的有 13个旗 , 低于 10%的有 15 个旗(其中 3 个是以其他

族群为自治主体的自治旗)。从产业结构来看 , 这些蒙古族比例高的旗大多是位于东北部的传统草原牧

区 , 如锡盟的东乌旗 、西乌旗 、东苏旗 、镶黄旗 、阿巴嘎旗 ,呼盟的新巴尔虎左旗 、右旗和陈巴尔虎旗 ,哲盟的

科左中旗 、科左后旗 、库仑旗和扎鲁特旗 ,兴安盟的科右中旗 、科右前旗。

表 2　内蒙古自治区各市 、旗 、县人口中蒙古族人口的比例(2000 年)

蒙古族% 市(市区) 旗 县

低于 5% 14 10 14

5%～ 10% 7 5 0

10%～ 30% 9 13 3

30%～ 50% 2 14 0

50%～ 70% 0 5 0

高于 70% 0 5 0

总计 32 52 1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 、国家民委经济司编 , 2003:595～ 597.

内蒙古最好的天然草场有两片 ,一片在呼伦贝尔盟的西南部 , 一片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 , 都是与蒙

古国接壤的蒙古族人口聚居区 。我们调查的呼日其格嘎查位于锡林郭勒盟北部东乌珠穆沁旗沙麦苏木的

东北部。这一地区属于巴朗玛格朗波状高原的一部分 ,土壤为栗钙土和黑栗钙土 , 年平均降雨量在 250 ～

300 毫米之间。(格尔勒图 , 1988:17)呼日其格嘎查总面积为 869 平方公里(合 97 , 363 公顷或 1 , 453 , 185

亩)。一条季节性的呼日其格河贯穿南北 , 沿河有一条带状沙窝子 , 里面生长着沙柳 、榆树和灌木 , 境内其

余草场在草地分类中称为“丘陵干草原草地类”和“平原干草原草地类” ,生长着各种多年生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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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呼日其格嘎查(大队)基本统计数字

年代 户数 人口数 马(匹) 牛(头) 羊(只) 人均年收入(元)

1962 49 253 - - - 126

1963 59 315 - - - 110

1972 85 438 - - - 180

1979 77 415 1 , 698 1 , 442 11 , 051 179

1982 74 406 4 , 190 21 , 113 295

1984 75 442 4 , 665 18 , 084 817

　1989＊ 88(63) 481(369) 1 , 746 3 , 175 28 , 180 2 , 318

1990 88(65) 483(385) 1 , 707 3 , 553 29 , 017 1 , 503

1991 91(67) 504(408) 1 , 706 4 , 040 32 , 625 2 , 126

1992 91(71) 516(407) 1 , 852 4 , 356 31 , 948 2 , 679

2002 128(114) 534(489) 1 , 478 1 , 185 67 , 983 -

　　＊　括号中的是仍然在社区放牧的户数与人口数。 1985年后的牲畜数字和人均收入数字只是这些牧民的数字 ,不

包括户口仍在本地但居住在其他地方并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员。

蒙古族人口较快的增长速度也体现在基层社区的人口规模变化中。 1958 年 ,呼日其格社区只有 31 户

牧民。随着人口的增长 、分家和外来人口的迁入 , 到 1963 年增至 59 户 , 1992 年增至 91 户 , 2002 年呼日其

格嘎查户籍在册居民有 128户 , 共 534 人(表 3)。 2002 年在籍总户数中有 14户 45 人基本不在嘎查地域内

居住 , 也不从事畜牧业生产 。自 1983 年牲畜重新分配之后 , 他们便陆续迁往苏木(乡)所在地 、旗所在地

(县城)居住 , 并从事其他个体经营活动。

在 1962 年至 2002 年期间 ,这个社区的人口从 253 人增加到 534 人 , 增加到了 2.1 倍。从 1991 年开

始 , 地方政府加强了对牧区“计划生育”的宣传与监督 ,一对夫妇允许生两个孩子 , 但必须间隔 3 年以上 , 间

隔不够要罚款。我们调查的 50 岁左右的牧民夫妇 ,普遍生育 3～ 6 个孩子 , 30 岁的年轻夫妇大多只生育 2

个孩子 , 少数有 3 个孩子。年轻牧民的生育率正在逐步降低。

2.经济收入情况

1992年 , 呼日其格嘎查人均年收入为 2 , 679 元 ,高于全旗的平均水平(2 , 086 元)①和全自治区平均水

平的 1 , 123 元。由此可以看到 , 内蒙古草原牧民收入的相对水平在全国的农民中是比较高的。 2007 年 , 内

蒙古农村牧区人均年纯收入为 3 , 953 元 , 锡盟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为 4 , 051 元 , 东乌旗农牧民人均年纯收

入为 8 , 583 元 , 是全区平均水平的 2.17 倍。(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 , 2008:698)锡盟南部有几个农业旗县 ,

作为纯草原牧区的东乌旗可作为锡盟北部牧区的代表 ,东乌旗牧民的收入明显高于农区和全区平均水平 ,

而畜产品的市场价格和需求 , 是牧民收入普遍高于农区的主要原因。

据苏木的统计资料 , 1993 年 ,呼日其格嘎查牧业收入为1 , 259 , 924 元 ,占总收入的99.7%, 在本地区属

中等收入水平的一个纯牧业社区。与 1993 年的统计数字相比 , 2002年 , 牧民拥有的牛的数量明显减少 , 而

羊(特别是山羊)的数量大幅增加(表 3)。近年来 ,马匹价格大跌 ,而山羊绒的价格一直较高 , 由此可以看出

牧民根据畜产品的市场价格在不断调整牲畜种类的结构。

根据 1990 年东乌旗“天然草场生产力调查” ,本地草场全年载畜量为每只羊 14.3 亩 , 呼日其格嘎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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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2 年 ,在东乌珠穆沁旗各苏木中人均年收入最高的是巴彦布尔苏木(3 , 263 元), 最低的是道

特淖尔苏木(1 , 150元),呼日其格嘎查所在的沙麦苏木 2 , 439 元。一般地说 ,苏木所在地居民的收入低于

下属嘎查牧民的收入 , 所以全苏木总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略低于嘎查牧民的人均收入水平。



部草场的理论载畜量为 10.16 万只(羊单位)。依照旗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 , 1992 年全嘎查牲畜折合为

7.12 万只(羊单位)①, 2002 年底政府统计数字可折合 8.28万只(羊单位)。从这个数字看 , 本地畜牧业的

发展似乎仍有潜力。但苏木提供的另一个调查数字表明 , 1992 年秋天 , 呼日其格嘎查牲畜总数折合 101 ,

978 只(羊单位),已经超过理论载畜量 , 这说明牧民们的申报数字远远低于实际数字。虽然 2002 年的实际

数字不容易得到 , 但 1992 年的基层统计即可说明本地的草场已经达到了承载极限。 2002 年调查时嘎查书

记介绍 , 为了保护草场 ,政府为各苏木规定了出栏率 ,一般为羊 30%和牛 10%。2002 年给沙麦苏木下的任

务 , 羊的出栏率是 51%,如没有完成指标 ,每少一只羊罚 20 元 ,每少一头牛罚 150 元。很可能政府认识到

自己掌握的统计数字比实际的牲畜数目少 ,所以有意提高出栏率的指标 , 以此来强制性控制载畜量。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们访问呼日其格 , 看到砖瓦结构的新房已经普遍代替了当年的蒙古包 , 所有

的牧户都住进了新房 , 有的住房造价超过 10 万元 , 宽敞明亮 , 摆放着现代家具。都使用天然气做饭 , 大多

数牧户都买了吉普车 、拖拉机和柴油发电机 ,各家的摩托车已经换了代 , 有的牧户拥有 2 ～ 3 台摩托车。遍

布草场四周的铁丝围栏把原来的道路分割得支离破碎 , 接羔暖棚和机井成为牧民增添的新设施。可以看

出 , 牧民们在努力经营属于自己的牲畜和牧场 , 生活水平比起 60 ～ 70 年代的公社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

二 、影响内蒙古牧区的人口迁移和制度变迁因素

　　根据其他研究文献及笔者长期在内蒙古草原地区生活和从事社会调查的经验 ,在近年来草原地区蒙

古族牧业社区的历史变迁当中 ,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需要特别注意:

1.人口迁移对蒙汉文化交流的影响

内蒙古草原牧区的本地居民是蒙古族牧民 , 他们世代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活动。从 20 世纪初开始 ,

汉族农民才开始大量移居内蒙古地区 , 开垦草原 , 发展农业。在此之前进入草原的极少数汉族农人 , 都被
蒙古族同化 , “俱为蒙古” 。(《蒙古族简史》编写组 , 1985:251)由于清朝担心大量汉人进入蒙古草原会加强

蒙古部落的力量 , 所以严格限制汉人迁入内蒙古。直至清末 , 由于沙俄军事力量的东进 , 清政府为加强北

部边陲的军事防御 , 才制定了“移民实边” 的新政策 , 积极组织汉族农民迁入牧区并强制推行草原放垦。
(梁冰 , 1991)

1912年内蒙古的汉族人口总数仅为 120万 , 1950 年增加到 565 万 , 1960 年增加到 1050 万 , 1980 年增

至 1633 万。在 20 世纪的前半个世纪 , 汉族人口在内蒙古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迁移加生育。人口的激增导

致了对耕地需求的增大和农业往草原地区的扩展 ,加大了因自然资源紧张所带来的人口压力。后半个世

纪的人口增长则主要是因为生育因素。在这一过程中 ,草原面积随着耕地从南向北的扩展而不断缩小 , 内

蒙古南部地区逐步转变为农业地区 ,当地蒙古族接受了农耕文化并与汉族移民一起组成了农业社区。中

部的农牧交错地区同时也是蒙汉混居和农牧文化并存的地区 , 只有在不适宜种地 、气候相对寒冷 、交通不

便的北部依然保持为纯牧区并以蒙古族牧民为居民的绝大多数。

2.政府农业政策对牧区人口迁移的影响

1947年以后 , 虽然政府没有组织大规模移民进入牧区 , 但对农民零星自发迁入牧区没有实行严格的控

制。我国政府曾长期强调“以粮为纲” 。“文革”中的 1969 年至 1974 年期间 , 各级政府明确要求牧区开垦草

原 , 发展农业 ,以期达到牧区“粮食自给”的目标。(刘景平 、郑广智 , 1979:185)这样 , 即使是北部不宜农耕

的纯牧区 , 在政府的号召下也纷纷开垦草原 , 建立“农业饲料基地” 。由于牧区缺乏劳动力 , 本地牧民不懂

耕作技术 , 在这一过程中 ,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农民在基层社队的鼓励下迁入牧区 , 在公社和大队组织下开

垦草原 , 种植粮食。甚至在属于偏远纯牧区的呼日其格嘎查 , 在公社体制下也一度吸收了 6 户汉族农民和

4 户蒙古族农民。这些移民加入牧业社区 , 必然为蒙古族居民与汉族迁入者之间的广泛接触和文化交流提

供条件。

由于天气寒冷 , 降雨量少 ,无霜期短 , 土质薄 ,再加上其他种种自然条件限制 , 粮食作物不能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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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获 , 牧区“粮食自给”的尝试总的来说是失败的。由于开垦破坏了多年生牧草根系 ,翻出了地表土下面

的沙土 , 草原在开垦后不久迅速沙漠化 ,从而导致了生态环境方面的严重后果。 1974 年后 ,这些“农业饲料

基地”被普遍废弃。

3.政治运动对蒙汉关系的影响

在成立公社-大队之前 ,本地社区没有汉族, 牧民与汉人的交往很少 ,而且仅限于个别牧民去旗政府所

在地(县城)购物 、看病时的偶然性接触。公社成立后, 公社政府所在地成为一个行政中心 , 开始出现小学 、购
销社 、邮电所 、卫生院、综合厂等机构 ,也随之有了一些汉族人员 ,但大队牧民与他们的接触仍然很少。随着

大队的建立, 开始吸收个别蒙古族农区移民。“文革”时期的 1967 年 , 公社综合厂部分汉族职工“下放”到大

队 ,成为大队成员 , 但是他们居住在大队部 ,主要从事非牧业集体劳动 , 与牧民们的接触仍然有限。

“文革”期间 , 就我们对沙麦公社了解的情况而言 , 公社的个别汉族职工起到了极坏的作用。他们组织

“造反战斗队” , 以“走资派”和“内人党”的名义监禁 、殴打公社各单位的蒙汉干部职工 , 对基层蒙汉关系造

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在呼日其格 , 对“内人党”挖肃运动起了推动作用的是一个蒙古族移民。他 1961 年迁入呼日其格 , 成

为牧民。他是贫农和党员 , 认为大队领导对他不重视 ,有些意见 ,在“挖肃”时期表现很积极 , 向北京知识青

年(有的被吸收进公社和大队领导班子)和军管人员介绍了一些本社区“阶级斗争现象” 。 1993 年我们回访

大队时 , 当年的大队长在谈到“挖肃”时回忆说:“事情坏在××××(指这个蒙古族移民), 牧民不懂汉语 ,

沟通有困难 , 知识青年有些人听了他的话。 ……大多数知青是好的 , 有几个人受了他的影响。”

当年对于应当如何认识“挖肃”运动 ,知识青年曾经在内部进行过激烈辩论。因为这时已是 1968 年底

和 1969年初 , 这些在北京亲身经历过两年“文革”运动的北京学生 ,对“批斗”和“逼供信”这些做法已经比

较反感 , 所以在知识青年中出现了两种不同观点 , 保守的一派对这种“挖肃”明确表示怀疑 , 激进的一派认
为还是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 但是多少受另一派知青的牵制 , 在具体做法上比较谨慎 , 在执行军管

会领导的“挖肃”工作时基本没有出现打人现象 , 他们后来也得到牧民的谅解。牧民们的反感 , 在“挖肃”后

主要集中在那位蒙古族移民身上 ,他于 1976年迁走 , 1979 年病逝。

呼日其格的其他汉族移民 ,基本上没有介入到本地的“文革”和“挖肃”运动中。这些从遥远原籍来到

陌生蒙古草原的农民们 , 迁来的主要目的是“逃荒”或改善生活条件 , 作为不通蒙语 、没有根基而又居于少

数的“外来户” , 不愿轻易介入当地复杂的矛盾中。由于他们的这种中立甚至同情的态度 , 他们中的有些人

之后还与牧民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关系。

从呼日其格大队这个基层社区的情况看 ,牧区的“文革”和“挖肃”运动并不是以“民族”为界限展开的 ,

也没有对蒙古族牧民和汉族知青 、汉族移民之间的关系造成明显影响。锡盟其他牧业旗基层社区在“文

革”和“挖肃”中的情况 ,据了解与呼日其格大致相似。个别公社或大队的北京知识青年们在运动中的表现

可能更“左”一些 , 但在中央对“内人党”问题有正式批示及 1971年撤消军管后 ,这些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

4.所有制变革对生产方式 、人口迁移和蒙汉交往的影响
公社-大队体制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在草原地区逐步建立。在这一体制下 , 牲畜归大队所有 , 每户

只保留少数“自留畜” , 草场使用 、耕地开垦以及畜牧业经营管理都在政府统一计划下由社队两级来组织进

行。公社体制时期的牧区需要一定数量的外来劳力 ,如公社 、大队部的厨师 、木匠 、大车老板以及集体劳动

(打井 、打草)的劳力。由于本地牧民都有畜群 , 不愿住在队部从事这些体力劳动 , 因此一些汉族农民被吸

收进了牧区。

80年代初期的农村体制改革使草原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公社-大队”体制转变为“苏木-嘎查”

体制 , 牲畜和牧场重新分给了牧民。① 由于各大队的人口 、自然资源占有情况 、财政状况都不一样 ,分配的

具体办法主要取决于基本所有制单位(嘎查或原来的生产队)大多数居民的志愿。 与当地蒙古族牧民相

比 , 汉族移民分到数量很少的牲畜 ,这样他们既没有集体工分可挣 ,又难于靠少量牲畜为生 , 所以许多在公

—13—

马　戎·内蒙古草原牧区的蒙汉关系演变及影响因素　———以锡盟东乌旗一个牧业社区为个案　

① 在不同地区 ,牧场的分配方式和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在一些半农半牧区如赤峰翁牛特旗的

一些嘎查 , 只有打草场被分到牧户 ,而放牧场仍然归集体所有。这种模式往往鼓励牧民们竞相扩大自己的

牲畜数量以充分利用公共放牧场。(马戎 、潘乃谷 , 1993)



社体制下移居草原的汉族陆续迁入城镇。与此同时 ,政府在经营方面的其他新政策(允许在服务业 、商业 、

手工业 、运输等方面发展私营经济 ,允许农民进镇居住)也为他们在城镇提供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 ,所以草

原牧业社区的汉族大多迁往苏木所在地或旗政府所在的镇 , 在那里寻求就业并努力致富。人口迁移的这

种新模式改变了当地社区的经济结构 、人口结构和与外界经济联系的方式。迁至城镇的汉族移民以经济

合同的方式承担原牧业社区的生产服务性劳动 ,蒙汉居民交流因此在一种全新的形式下展开。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 由于改革开放促进了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 也打开了通向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

大门 , 畜产品(包括肉类 、羊毛 、羊绒 、皮革等)价格迅速上涨 , 牧民的收入也跟着提高。 牧民从畜产品价格

提高中得益 , 并得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和投资于草场的基本建设 , 这也为汉族移民经营的生产服务业创

造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三 、呼日其格行政和生产管理体制的沿革

　　下面通过呼日其格嘎查的发展历史展示基层草原社区的体制变革及这些变化对牧业生产 、牧民生活

和蒙汉关系的影响。

1.实行集体所有制之前

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 ,东乌珠穆沁旗一直受蒙古王公德穆楚克东鲁泼亲王(德王)统辖 ,本旗所

属牧民们必须每年给王爷交税当差 , 没有王爷的许可 , 不能擅自离开本旗到外旗去。清朝对蒙古族部落采

取“分而治之”的统治方法 , 各旗游牧地由清朝政府划定 , 没有朝廷许可 ,各旗的人畜严禁进入他旗领地。

同时清朝政府对进入草原的汉族“旅蒙商”和务农的汉族农民在人数和时间上均有严格限制。夏季有个别

“旅蒙商”短期访问旗所在地乌里雅斯太镇 , 采购畜产品 ,而乌里雅斯太镇北面的呼日其格地区长期没有汉

族移民。在这种封建部落领地体制下 , 蒙古族牧民与汉族之间没有什么交往。

1947年 , 德王军队被解放军击溃 , 随后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1952 年 ,旗政府给呼日其格河谷地区派

来一个工作队 , 一方面教牧民读书认字 ,另一方面号召牧民组织“互助组” 。老人回忆:那时河谷地区(现在

的呼日其格和满德拉图两个嘎查的地域)只有四十几户牧民和不足一万头牲畜 , 牧场不固定。春夏秋三季

都在本地放牧 , 入冬前后人随畜群转移到东乌旗西部 ,最远时能到阿巴嘎旗。入春前 , 畜群迁回呼日其格

河谷。

当时政府在牧区的基本政策是“三不两利”(不划阶级 、不斗牧主 、不分财产 , 牧主牧工两利)。本地在

1955 ～ 1956 年期间曾一度实行“新苏鲁克”制度 , 牧工在牲畜所有者家中吃饭 , 牲畜所有者向牧工提供衣

服 、靴帽 、皮裤 , 劳动半年可以得到 6 只羊作为工钱。在此之前的“旧苏鲁克”制 ,牧主不管提供衣物 , 牧工

劳动一年的工钱不到 3只羊。当时本地雇工放羊的有 4户 ,当常年雇工的有 3 户 , 当短期雇工的有 2 户。

在这一时期 , 除了旗政府及下属机构有个别调派来的汉族职工外 , 没有汉族农民自发进入这一带牧

区。畜产品收购 、内地货品的销售主要由政府机构(供销社)来组织。

2.集体所有制时期

1956年 , 在今天的呼日其格和满德拉图两个嘎查的地域内建立了本旗的“第七巴格”(即第七行政区),

并成立了六个“高特”(即互助组)。一个“高特”一般由八户牧民组成 , 约有不足八百只羊。牧场随之相对

固定下来 , 这六个“高特”的牲畜只限于在“第七巴格”的地域内移动。

1957年 , 本地开始推行“合作化” 。 1958 年 7 月 ,各户将 30%～ 40%的牲畜入社 , 10 月全部牲畜入社。

所有牲畜定价后归合作社所有 , 当时规定牲畜价款将由合作社逐年偿还牲畜原来的拥有者。自 1958 年合

作社正式成立后 , 开始有一些外来者逐渐迁入本地。起初是邻近牧区的蒙古族牧民 ,他们通过结婚 、入赘 、

投亲等方式加入了本地社区 , 这在王爷统治时期也是受限制的。随后有几户南部农区的蒙古族农民和汉

族农民迁入 , 这是近代以来南部农民第一次进入本地牧业社区落户。由于农区来的蒙古族曾长期受汉族

农耕文化的影响 , 他们在生产活动 、生活习惯甚至在语言方面已经“汉化” , 他们和其他汉族农民一起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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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北部的纯牧区时 , 也带来了农耕文化的影响。

1959～ 1960 年期间 , 原来的“第七巴格”改为“登特高壁合作社” 。 1961 年 , 正式成立沙麦公社 , 由三个

大队组成。原“第七巴格”的北部地区属呼日其格大队。内地公社体制在调整后改为“三级所有 , 队为基

础” ,但本地自建立公社起 , 就是公社-大队两级 ,生产资料的基础所有单位始终是大队 , 大队下面的小组

是生产组织(居住时相互邻近 ,在剪毛 、灌药时合作), 没有任何财产权。这是牧区与内地农区基层组织的

第一个差别。

内地生产队的队长每天给社员派工 ,每个人劳动的效益无法通过一块具体农田的收成来衡量。 牧业

劳动形式不同 , 每户负责一群牲畜(牛 、羊), 没有大队的特殊调换 , 一户牧民会几年 、十几年放牧同一群羊

或牛。每年按照政府统计部门的要求清查牲畜数量 ,考察膘情。这实际上就是以户为单位的“家庭畜群承

包制” ,这是草原牧区与内地农区基层生产组织的第二个重要差别。

3.家庭联产承包制

1983年 , 本地的公社体制转变为苏木体制 , 牲畜和牧场分给了牧民 ,牲畜按人头分配 , 各嘎查自定分配

办法。牧区在分配牲畜时 , 普遍对本地牧民和移民制定不同的分配标准。我们在翁牛特旗牧区调查时也

发现类似情况。呼日其格的标准为:本地牧民每人 32 只羊(多数为绵羊), 3.5 头牛(其中1 头母牛), 3.5 匹

马 , 牛和马作为大畜 ,可以相互折算。外来户每人仅分得 10 只羊 , 另外大牲畜按户而不是按人分配 , 每户

分到 1 头母牛带 1 只牛犊 , 另外每户 1 匹马 ,人口多的大户可以增加 1 头牛。 所以 4 口之家的本地牧民可

分到 128 只羊 、14 头牛和 14 匹马 , 而同为 4口之家的外来户仅分到 40 只羊 、1 头带犊母牛和 1 匹马。在牲

畜占有水平(牧业生产资料 ,同时也是财产)方面 , 本地牧民与外来户之间一下子就拉开了距离。

1983年 , 草场在本地牧户之间协商分配 ,标准为每人 2 , 500亩。牧民根据各自选择确定的本户草场的

地点 , 商定各家地界。在 1983 年分草场时 ,外来户由于牲畜数量少 , 大多数没有分草场。当时议定 15 年

不变 , 1990 年对各家草场进行核定 ,每户发给“承包合同书” 。 15 年后 , 即 1998 年 , 根据各户人口变动对草

场进行调整 , 人均标准不变 ,原来公用的“打草场”也分给牧户。一个变化是外来户每人分到大约 1 , 200 亩

草场(本地牧民的一半), 因此有的外来户下一代返回嘎查当牧民 , 有的把分得的草场租给牧民获得租金。

现在各家都投入不少资金进行草场基本建设(盖房子 、围草库仑 、盖棚圈 、打井等等), 因此以后将很难对草

场进行重新调整。

四 、不同体制下人口迁移模式的变化

　　汉族移民来到沙麦 , 是从 20世纪 50 年代后期合作化开始的。成立公社后 , 在公社所在地形成了一个

居民点 , 建立了一些相应的行政和服务机构 ,如公社办事机构 、卫生院 、供销社 、信用社 、粮站 、派出所 、邮电

所 、储蓄所 、公社招待所 、小学 、综合厂。在这些机构里工作的人员及家属中 , 约半数是汉族。这样大队牧

民们在去公社办事时(购物 、取钱 、买粮 、看病 、送孩子上学等),开始接触到汉族和汉族语言习俗。

1.人口迁入(1959 ～ 1966)

1959年本地开始有户籍登记 ,之后第一个迁入的是一户蒙古族农民。他是赤峰(原昭乌达盟)宁城县

人 , 1958 年家乡发生严重旱灾 ,当地政府决定迁出一部分人口。他的亲戚在沙麦公社附近的国营牧场工

作 , 这个亲戚为他联系迁到沙麦落户 ,得到两地政府的批准后 , 他全家于 1959 年迁来 , 加入了呼日其格新

建立的合作社。他来后一直住在大队部 ,经营大队的苗圃。由于上级一直要求植树造林 , 这个苗圃每年提

供一些杨树苗。可是畜群喜欢啃吃鲜嫩的树苗 , 所以除了由土坯墙保护的大队苗圃之外 , 在其他地方种的

树苗没有一棵成活。为了应付上级的“造林”任务 ,这个苗圃一直维持到公社解体。 1986年他过世后 , 家属

迁至东乌旗镇里。

1960年和 1961 年 ,由于家乡遇上自然灾害 , 又有 5 户汉族农民举家迁至沙麦公社附近的国营牧场。

他们分别来自乌兰察布盟 、河南 、山西和河北 ,迁来前都有亲戚在沙麦公社工作(分别是公社综合厂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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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师和公社干部)。这 5 户农民在 1962 年国营牧场解散时都转成沙麦公社综合厂工人。公社综合厂

是由公社经营的手工业合作社 ,由几部分手工匠人(木匠 、铁匠 、皮匠 、毡匠等)组成。

移民当中除了汉族之外 , 也有蒙古族。 1960 ～ 1963 年 , 先后有 6 户蒙古族牧民迁入呼日其格大队 , 他

们分别来自本旗邻近公社 、昭盟牧区和乌盟。由于他们在语言和生活习俗方面与本地蒙古族没有太大差

别 , 迁来后像本地牧民一样分得畜群并从事牧业劳动 , 20 年后他们已被本地牧民认同为“本地人”了。

2.人口迁入(1966 ～ 1978)

1966年“文革”爆发 , 公社综合厂成了“无产阶级造反派”大本营 , 生产秩序被破坏。 1967 年 , 综合厂在

经济上已无法维持 , 一些工人自愿到各大队当社员 , 于是他们由公社统一安排到下属的 3 个大队 , 其中有 5

户“下放”到呼日其格大队:一人在大队部当厨师 , 两人赶大车 ,一人当大队木匠 , 一人在大队小学做饭。

“文革”期间 , 因为各级政府被冲击 ,无法行使权力 ,人口迁入的审批权下放到公社一级。 1967 年 , 有两

户汉族农民从乌盟丰镇迁入呼日其格 ,先是参加打井 、打草 、盖棚圈等季节性集体劳动 , 后到大队“农业饲

料基地”种地。同年 ,一户蒙古族农民通过在公社小学任教的妹夫介绍 , 从哲盟通辽迁来 ,到了“农业饲料

基地” 。 1967 年 ,从公社综合厂“下放”到本队做移民的两个弟弟也得到“准迁证”迁来本队 ,主要参加季节

性集体劳动。 1971年 , 另一户蒙古族农民通过任公社武装干事的弟弟 ,从呼盟农区迁来呼日其格大队 , 在

饲料基地务农。 1978 年 ,一个蒙古族小木匠通过任公社会计的姐夫 , 迁入呼日其格。 1966 ～ 1978 年期间 ,

前后共迁入 12 户。

从以上迁移情况看 , 这些移民有几个特点:(1)都是自发移民 , 不由上级政府安置;(2)移民中既有蒙古

族 , 也有汉族 ,没有明显的“民族选择” , 这些外来移民来到呼日其格 , 从每个个体来说多少带有偶然性;(3)

都是从比较贫穷的地区或灾区迁来 ,汉族农民的情形更是如此 , 迁来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收入和改善生活条

件;(4)都是零星迁来 , 不是集体行为 ,而且都携带家眷 , 有长期落户的准备;(5)他们在迁移过程中得到已

在本地(公社 、邻近的牧场)工作的亲友的协助(联系接受单位 、办落户手续);(6)他们的迁移得到地方政府

(旗 、公社)的批准 ,有的甚至得到地方政府的鼓励 。

从这些移民到了大队后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可以看出 , 人民公社的劳动组织体制本身也鼓励牧区吸收

部分汉族移民 , 因为公社 、大队分别组织了一些“集体工作” ,如公社的手工业综合厂①和各大队组织的季

节性集体劳动(打井 、建房 、割草 、运输等)。牧业劳动的特点是注重技巧和经验 , 而不是体力。本地蒙古族

牧民不熟悉这些体力劳动 , 而且也不愿离开自家的蒙古包而住到大队部或工作地点的“集体蒙古包” 去从

事这些劳动 , 所以 ,大队干部就通过公社综合厂工人(以前的汉族移民)去原籍联系“引进”一些适合从事这

些劳动的汉族移民 , 这些新汉族移民迁来后到大队里当木匠 、做饭 、赶大车 、种饲料 、盖房子等等。这些移

民的身份是大队社员 , 与当地牧民一样挣“工分” , 一同分享大队的收入。

3.知识青年下乡(1967 ～ 1979)

在 1967 和 1968两年中 , 共有 52 名北京“知识青年”先后到呼日其格插队落户 , 接受“再教育” 。他们按

性别组合 , 分住在 10 个蒙古包里 , 每个蒙古包为 4 ～ 6人 , 编入各牧业组。第一年 , 每个“知青包”和一户有

经验的牧民共同放一群羊 , 作为“见习期” 。一年后开始独立照顾羊群 , 如同其他牧民户一样负责放牧一群

羊(约一千五百只至两千只绵羊和山羊),并作为畜群牧户平等地参加所有安排牧业生产和其他事务的大

队会议。

当年的大队长回忆:“(第一批)知青 1967 年 11 月来的。我们 1966 年就听说要有北京知青来 , 但不知

多少。盟里 1967年 11 月通知了人数 ,牧民非常高兴 ,期望很大 , 认为这是给大队增添力量。盟 、旗都来人

宣传过:和牧民孩子同样年龄的知青们要来了 ,`上山下乡' ,这是毛主席的指导 , 牧民应当像对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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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是在公社领导下的手工业合作组织 , 把原来个体经营的木匠、铁匠 、毡匠 、皮匠 、银匠等组织起

来 , 在经济上自负盈亏。



那样对待和教育知青。牧民都很高兴。盟里说过 ,三五年后会走 , 学好了之后会走 ,但要好好教育。”

从我们当年在大队生活的感觉看 , 许多牧民真的把知识青年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照顾 , 给我们缝蒙古

袍 , 教我们如何放牧 ,草原牧民的真情可以说永远留在知青们的心里。后来由于生病 、上大学 、去煤矿 、当

教员 、照顾家庭等原因 ,这批北京知识青年自 1972 年开始陆续返城 , 最后一名于 1979 年离开。 1972 年 , 锡

林浩特市(锡林郭勒盟的首府)的 5位初中生来呼日其格大队插队落户 , 这些本盟知识青年在随后几年中

也陆续返城。

4.人口迁出(1984 ～ 1985)

在 1983 年分配牲畜时 , 社员们当中牲畜分配标准是不一样的。蒙古族牧民(包括20 世纪 60 年代初从

邻近公社迁入并从事牧业劳动的 6户蒙古族移民)被归类为“本地户” , 分到的牲畜大大多于“外来户”(汉

族移民和从远处迁入但从事非牧业劳动的 5 户蒙古族移民)。 分配具体标准是作为社区主体的本地牧民

们共同商议决定的 , 他们认为这些牲畜是本地人入社时的财产 , 后来又为其增值付出多年的辛勤劳动 , 而

移民们仅迁来几年 , 不应该以本地人同样的标准分配牲畜。

应当说 , 本地牧民的考虑也有一定道理。畜牧业与农业的生产资料性质不一样: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

产资料是耕地 , 耕地分给农户后 ,按现有法律不可能把耕地出卖换成钱 , 而且如果不投入一年的劳动 , 这块

土地就毫无产出;畜牧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牲畜 , 草场当然也重要 ,但是对于习惯于游牧的本地牧民来

说 , 草场的重要性比不上牲畜 ,牲畜如果分给刚来几年的移民 ,他可以在第二天就把牛羊都卖了 ,换成现金

装进口袋 , 然后走掉。与当年把自己的牲畜入社而且辛苦劳动几十年 , 使集体牲畜增长起来的本地牧民相

比 , 如果移民分得的牲畜与本地牧民一样多 , 本地人就无疑认为自己吃了亏。

在 1966 年以后迁来的移民当中 ,除了一户长期在饲料基地放弱畜的蒙古族移民外 , 所有的“外来户”

在牲畜重新分配的第二年和第三年都离开了呼日其格嘎查 ,迁到苏木所在地和旗镇定居。

5.移民与社区劳动分工

按照与畜牧业劳动的关系 , 可以把公社时期呼日其格大队的劳动力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与一群牲畜

(牛或羊)打交道的 , 属于传统的牧业劳动力 , 这一类主要是本地牧民;第二类则以从事牧业之外的其他行

业为主 , 诸如看护苗圃 、大队部厨师 、木匠 、赶大车的 、拖拉机手以及从事由大队分派的一些季节性集体劳

动的(如打井 、建房 、盖棚圈 、打草 、配种 、修水库 、当民工等)。第二类居民全是外来移民 , 他们的迁入只有

在“公社-大队”体制下才是可能的。

由于大锅饭的“工分”分配体制 , 移民与牧民对大队经济收入的贡献混淆不清 , 因此 , 牧民们在一定程

度上能容忍一定数量移民的存在。一般来说 ,大队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畜牧业(主要是卖牲畜和羊毛)。

以呼日其格大队 1978 年收入为例:畜牧业收入为 154 , 438 元 ,副业 13 元 ,其他收入 10 , 714元 , 主要收入来

自畜牧业。同年的支出情况如下:畜牧业只支出 9 , 445 元 , 副业支出 16 , 279 元 , 其他支出为 5 , 738 元(表

4)。由于第二类居民的劳动(建房 、打井 、修棚圈 、运输 、打草)没有具体计算其经济价值 , 在大队现金收入

账中无法得到体现 , 因此他们对大队经济上的贡献往往被统计人员和牧民所忽视。

表 4　呼日其格大队的支出情况(1978 ～ 1982) (单位:元)　　

年份 牧业支出 副业支出 其他支出 国家税款 公基金 公益金 社员分配

1978 9 , 445 16 , 279 5 , 738 6 , 073 13 , 221 4 , 958 90 , 450

1979 12 , 606 25 , 858 204 6 , 190 7 , 250 2 , 993 87 , 050

1980 11 , 670 31 , 389 5 , 797 - 9 , 636 3 , 576 94 , 009

1981 3 , 250 18 , 020 4 , 830 - 9 , 794 3 , 638 93 , 762

1982 1 , 369 14 , 351 11 , 856 - 20 , 970 10 , 435 119 , 782

　　知识青年在牧区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移民群体 ,他们来到草原是为了“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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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 , 所以得到了与当地牧民同等的待遇 , 分到了蒙古包 、鞍具和牧民服装 , ①也分得畜

群。每一个“知青蒙古包”像一户本地牧民那样分管一群羊。因为照看一群羊通常只需 1 ～ 2 个劳动力(春

天需要 2 ～ 3 个), 所以“知青包”多余的劳动力为了挣“工分” , 就必须从事集体性非牧业劳动 ,所以知识青年

在劳动分工方面是第一类和第二类的混合体 ,有时彼此轮换 ,但多数情况下相对固定。这两类知识青年与牧

民的交往深度和建立的感情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在 1983 年牲畜分配到户之前 ,知识青年已全部返城。

6.迁出社区的移民

牲畜重新分配之后 , 移民们既无法靠分得的少量牲畜为生 , 又不可能再去挣大队的工分 , 他们只好离

开呼日其格 , 大多迁入苏木(乡)所在地或县城以寻找其他挣钱机会。个别年老移民把在本地长大成年的

儿女留在本旗 , 自己迁回远在外省的老家。但是这些人至今仍在呼日其格户籍上登记注册 , 属于这里的合

法居住者 , 本地派出所有他们的档案。

尽管这些移民已不在呼日其格草原居住 , 但他们仍与嘎查的牧民们保持密切的关系。过去公社时期

的有些季节性集体劳动在现在的牧业生产中仍是需要的 ,而每当牧民们需要打井 、围草库伦 、打草 、修理拖

拉机 、建房或建棚圈的时候 ,他们往往去找这些原来在本大队但现居住在旗里 、苏木的移民 , 双方商量工钱

和服务费。牧民们不会汉语 , 很少与外界交往 , 他们与这些移民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 年轻一代更是在一

起长大 , 彼此间建立了友谊和信赖的关系。据我们调查 , 呼日其格嘎查的这些劳动 ,几乎全部是由本队的

汉族移民联系承包的。

有户汉族移民离开大队后在苏木所在地租了房子 ,开了家饭馆 , 呼日其格的牧民们去苏木购物办事时

经常到他的馆子吃饭 , 而不去其他饭馆。在边远苏木的所在地 , 本地人口不多 ,又没有过路客人 ,一般开饭

馆不容易挣钱 , 但这个汉族移民主要凭靠本大队牧民们的光顾 , 生意效益很好。

另外一个汉族移民的经历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发生在这片草原上的移民模式的变化。 1960 年困难时

期 , 河南一个王姓农民迁到沙麦公社附近的呼尔其台牧场。 1962 年 , 这一国营牧场解散了 ,他就转到沙麦

公社综合厂当工人。 1967年 , 综合厂工人下放 , 他迁入呼日其格大队 ,在大队做饭 、盖房 、打井。 1968 年 ,

从河南迁来家小。到 1969 年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 , 边境上人心惶惶 , 他妻子与另外几个汉族移民的妻子一

起离开大队返回河南老家。两三年后 , 中蒙边境安静一些 , 其他几位妇女返回呼日其格 , 但王的妻子一直

留在河南。

实行家庭承包制后的 1984 年 , 58岁的王老汉自己决心回到家乡河南 , 但把孩子们留在呼日其格。他

在呼日其格长大的长子回乡娶了个河南姑娘 , 然后小夫妻在东乌旗县城里住了下来 , 买了台拖拉机 , 成了

运输专业户 , 专门承包各种建筑材料及其他物品的运输。秋天 , 他把县城的朋友和邻居组织起来回到呼日

其格为牧民打草 , 草的价格(包括割和运)由他(包工头)和嘎查干部一起协商。他们在打草场割完草后再

运到牧民的棚圈 , 收入不错。不久这个青年又成了房屋建造包工头。当我们在呼日其格牧民家庭进行访

问调查时 , 发现许多住房都出于千里之外河南一个村来的小建筑队之手 , 而建筑队的工头就是王老汉的二

儿子。大儿子蒙语很好 , 与全队牧民都熟识 ,负责与牧民签订合同 ,二儿子则负责在河南家乡组织建筑队 ,

每年夏天来呼日其格施工 , 由于收费比较公道 ,保证质量和工期 , 因此很受当地牧民欢迎。当地牧民不会

说汉语 , 不了解建筑材料的行情和运费 ,与陌生的施工队打交道时 ,担心在价格和收费上受骗 , 也怕保证不

了质量和工期 , 平时牧民们忙于放牧 ,也没有技术和时间去建汉式砖瓦房或监督检查施工情况。由于这些

原因 , 他们就全权委托王的大儿子来组织承包工程。牧民们与这个在本地长大的汉族年青人之间建立的

信赖关系使双方获益。

移民们在呼日其格的那段生活经历有助于他们与当地蒙古族居民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 而这种关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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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央政府发下来的“知识青年安置费” ,牧区每人 800元。 这也使知识青年与其他零星迁来的农

民区别开来。



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帮助他们与本地牧民之间建立起新的分工合作关系。 他们通过合同 、包工办法承揽牧

区畜牧业生产中的一些季节集约性劳动(打井 、建房 、盖棚 、打草等), 标志着这些劳动正在从“公社-大队”

体制下集体劳动形式逐步转变为某种市场经济型的社会化服务 , 这使这些劳动的价值在劳务市场上得到

体现。这一转变标志着草原牧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结构性变化 ,而这些离开畜牧业但继续从事各类

劳务服务的本地汉族移民的存在 , 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条件。在这一新的经济结构模式中 , 蒙汉关系在

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7.季节性人口迁移的新趋势

在公社时期 , 一户牧民只需照顾一群牧畜(牛群或羊群)。实行承包制后 , 每户都有各种牲畜:一群羊 ,

一群牛和几十匹马。虽然每群的规模比大队时的畜群要小 ,但因无法混在一起放牧 , 每群都需劳动力来照

料 , 对于一个劳动力不多的家庭来说 ,要同时放养这些不同种类的牲畜确有困难。

第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努力维持大家庭的存在。在旧体制下 ,新婚夫妇很快就另立新居 , 为的是成为独

立“牧户”而申请一个畜群。现在没有了这一层考虑 ,加上每户拥有多种牲畜 ,保持大家庭可以有较多劳动

力来进行内部分工。我们在呼日其格调查中发现不少大家庭。 1993 年时 , 成员在 8 ～ 9 人的大家庭有 8

户 , 成员在 10 人以上的大家庭有 5 户 , 这样的大家庭在 1983 年以前根本不存在。在旧的公社劳动分工体

制下 , 大家庭具有明显的不利之处 ,而在新的家庭联户承包责任制下 ,大家庭在内部劳动分工方面具有明

显的优势。

第二种解决办法是由两个或三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相邻居住 ,在划分草场时预先计划好 , 平时把同类

牲畜合为一群放牧 , 所有权不变 , ①实际上是一种联户经营。这也是节约劳动力的一条有效途径。从这里

可以看出 , 牧区的体制改革对牧民的家庭结构 、家庭规模 、代际关系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三种办法就是雇工。最近在呼日其格以及其他一些牧区的人口迁移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在 1993

年 , 呼日其格嘎查有 4 户牧民因缺乏劳动力而从外地雇人来给自己放牧 , 这些雇工吃住在雇主家 , 每月“薪

水”在 150 至 210元左右 ,所有这些“受雇牧工”均来自其他盟的贫困地区。这种新的模式可以叫做牧区的

“季节性人口迁移” 。这种现象在牲畜分配后不久就出现了。据 2002 年调查 ,社区中有二十几户牧民都雇

有外来牧工 , 他们主要来自西乌旗牧区 ,通常是全家带着自己的蒙古包 、车辆 、牛和狗来这里常年为本地牧

民放羊 , 以畜牧年度为期 ,一般报酬为每月 2只羊外加 200元 , 一年得到 24 只母羊 , 第二年底可以有 48 只

母羊加 24只羊羔共 72只 , 而每月 200元则可维持日常开支。人们称之为改革后的“新苏鲁克” 。这是新出

现的“年度性人口迁移” 。

在这个社区可同时观察到几种现象:(1)多数家庭一对夫妻有两个以上的孩子 ,孩子成年后要娶妻生

子 , 但草场已无法扩大 ,这些家庭因此会出现劳动力过剩的问题;(2)一些家庭在分家后 , 父辈因年老体弱

等原因缺乏劳力 , 只好从外地雇工;(3)基层干部家庭普遍雇工。季节工 、年度工已成为草原地区一种新的

人口迁移形式。

8.学校制度变化导致的部分牧民向旗镇的迁移

根据呼日其格队志和访谈所得到的信息 ,当地的学校教育经历了 6 个阶段:(1)1966～ 1968 年 ,大队创

办“马背小学”;(2)1968 ～ 1969 年 , 在大队部办“蒙古包学校”;(3)1969 ～ 1971 年 , 因政治运动 , 学校停办;

(4)1971～ 1982 年 ,在大队部附近建房 , 重建了队办小学 , 1978年增设初中班;(5)1982 年 , 队办小学正式合

并到公社小学 , 大队一级学校停办;(6)2001 年 ,由于生源不足 ,苏木小学正式停办 , 学生全部转到东乌旗镇

上的小学去上学。(马戎 , 2007:94)

关于苏木小学为什么停办 , 嘎查干部讲 ,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家长对教学质量不满意 , 牧民通过观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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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羊可以在耳朵上剪出不同的记号 , 牛和马可以在臀部烙出不同的印记 , 这样在公社时期可以区

分开不同的群属 , 在家庭承包制下可以区分开牲畜的所有者。



视节目和外出开阔了眼界 , 对学校教学质量的要求明显提高;二是牧民希望孩子在语言上能够蒙汉兼通 ,

沙麦小学汉语教学效果不好 , 牧民不满意;三是牧民们的财力增强了 ,有能力把孩子送到花费虽多 ,但教学

质量更好的县城上学。在旗里(县城)上学 , 需要在镇上买房 、建房或租房居住 , 要有成年人住在旗里照管

孩子的日常生活 , 这些都需要相当多的费用。只有当牧民们的收入负担得起这笔费用时 , 才会出现把孩子

们送到旗里学校上学的现象。

现在牧民家家都有电话 , 大多数家庭都有汽车 , 每户都有 1～ 3 辆摩托车 ,有的家庭的摩托车已更新好

几次了。旗所在地距离呼日其格嘎查约七十公里 ,机动车只需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 ,这使草原上的牧民

家庭与在旗里读书居住的成员之间的联系 、互访成为十分简便的事。一位老牧民在 2002 年访谈时介绍

说:“现在本队牧民家有 64 个孩子在旗里上中学和小学 , 50 岁以上的牧民大都住在旗里照看上学的孙子

们。”

由于孩子只能在旗里上小学和初中 ,所以有学龄儿童的牧民家庭都设法在旗里建立了“据点” :(1)有

的牧民在 1998 年草场再次承包后索性把户口正式迁到旗里 , 这样可以在买房 、建房时获得一定的便利和

实惠;(2)有的牧民是大家族 , 亲属中的学龄儿童较多 ,虽然没有迁移户口 , 但以各种名义在旗里买房建房 ,

家族有人长期住在旗里;(3)有的年轻牧民孩子少 , 尚没有长期打算 , 只是在旗里租房居住 , 几年以后视孩

子升学情况再定。这就有了草原上因公社(苏木)学校取消而出现的“教育迁移”的新模式 , 成为当地“城镇

化”进程中的一个新因素。有些牧民(老人和妇女居多)在学校开学期间都住在旗里 , 假期(特别是暑假)带

着孩子们回到嘎查。我们在嘎查调查时 , 发现许多年长和熟悉社区历史的牧民们都住在旗里 , 只能从嘎查

返回县城时在旗里的住所对他们做访谈。在买房 、租房时 , 这些牧民们大多选择相邻的房子 , 平时经常相

互访问和聚会 , 在旗镇俨然形成了一个“呼日其格小社区” , 这也是当地牧民社会网络的一个新变化。

五 、草原牧区蒙汉交往的几种基本类型

　　目前在呼日其格这样的北方草原牧业社区 ,蒙族牧民与几类汉族人员的交往可以大致归纳如下:

1.牧民与早期迁来的汉族农民的交往

在“公社-大队”体制下于 20 世纪 50 ～ 60 年代迁入呼日其格的汉族农民 ,经过四十多年 , 在一定程度

上已经被接纳为嘎查的“准成员” , 其标志就是在 1998 年第二次草场承包时他们分得了相当于本地牧民标

准 50%的草场。同时 , 他们成为牧民各项基础建设活动(建房 、围草库伦 、打井 、打草等)的主要承担者 , 也

是外来汉族畜产品收购者与牧民之间的中介人。

移民们来到牧区之后 , 为了与本地牧民交流 , 开始学蒙古语。 在日常接触当中 ,牧民也开始学习讲一

些简单的汉语。这些移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语言的相互学习。

汉族农民也带来了南部农区的汉族传统观念与文化 ,他们在本地建土坯房 、开辟菜园 ,他们的饮食 、服

装和居住习俗也影响了牧民 , 他们在与牧民们的日常交往中推动和深化了蒙汉文化 、农牧文化的交流。这

是自清末实行“移民实边”和进行放垦以来 ,内蒙古基层社区蒙古族牧民与汉族农民交往的传统模式。

2.牧民与北京知识青年的交往

北京知识青年是一个具有特殊身份(大城市的中学生)、在一个特殊的条件下(“文革”中的“上山下乡”

运动)、作为一个集体(通过政府安排 ,几十人同时来到一个社区)来到牧区落户的移民群体。 这三个因素

就把他们与其他所有的移民区别开来。

对于从未离开过草原的蒙古族牧民来说 ,这些大城市来的“新汉人”也是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类

人。他们曾经接触过周期性访问本地的汉族“旅蒙商” , 接触过那些零星地来到草原讨生活并落户的汉族

或蒙古族农民 , 但这个仅有三百多人口的牧业社区在 1967 ～ 1968 年两年里接受了 52 名北京知识青年。

虽然这些北京知识青年后来陆续返回城市 , 但是在 1967 ～ 1979 年期间 12 年的相互交往给这个牧业社区

留下了深深的蒙汉文化 、城乡文化交流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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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组成牧户蒙古包 , 在生产与日常生活中与牧民家庭朝夕相处 , 大大促进了语言的相互学习。

知识青年在大队的时期 , 牧民青年男女 ,甚至老人都能听懂并说一些简单的汉话 , 知识青年则普遍认真学

习蒙古语。由于这些北京中学生过去在学校里有过学习英语或俄语的训练 ,其中一些用功的人很快就能

讲一口流利的蒙语 , 这些知识青年在向牧民们介绍外部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知识青年的饮食习惯(吃蔬菜 、用调料 、吃各种面食等)、生活习惯(刷牙 、理发 、洗衣服等)、思想观念

(男女平等 、愿意学习 、接受西医等)对牧民们也有一定影响 。在呼日其格这个牧业社区 , 在推动西医医疗 、

小学教育 、农业机械使用等方面 ,知识青年们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知识青年集体来到牧业社区 , 作为普通牧民在这里生活和劳动 , 他们身穿蒙古袍 , 脚蹬蒙古靴 ,住在蒙

古包 , 学讲蒙古语 ,春天接羔 , 秋天抓膘 , 几年之后学会了在草原上生存所需要的一切生产技术和生活经

验 , 领受了牧民们共同的喜怒哀乐 ,在感情 、生活习惯甚至心理上 , 他们已经成为“半个蒙古人” , 他们像其

他牧民那样 , 多少有点傲视本队那些不放牧的汉族“外来户” 。而他们在学习蒙语 、学习放牧以及在学习医

术 、机械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才能 ,也为牧民们普遍赞许。他们在自身“草原蒙古化”的过程中 , 同时也促

进了牧民们了解和吸收“城市汉文化” , 这是一个双向的文化融合过程。

来到呼日其格的北京知识青年 , 属于 1967 年 11 月自发插队和 1968 年 8 月北京市第一批自愿报名到

边疆“插队落户”的多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学生 , ①他们在“文革”前受的革命教育 ,使得他们诚心诚意

地向牧民学习 , 在生产中吃苦耐劳 ,在生活中助人为乐 ,鄙视干活偷懒 、自私取巧的行为 , 有集体主义精神。

这些也使得牧民们把这些知识青年看作与来自农区的“外来户”不同的另一类汉人。

在知识青年和汉族“外来户”之间 , 也存在着一个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 ,这是“城市型”汉族文化(通

过学校教育已吸收了世界其他文化的内容)与“农村型”传统汉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北京知识青年与汉族

“外来户”在语言上是相通的 , 在生活习惯上是相近的 , 但是在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对

这种差距看得最清楚的 , 是本地的蒙古族牧民 , 牧民是把知识青年和“外来户”严格区分开来的。所以在呼

日其格这个草原社区里实际发生的 , 可以说是三种文化形态(本地蒙古族牧业文化 、城市知识青年汉族文

化 、农村传统汉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在 1968 年底开始的挖“内人党”运动中 , 呼日其格北京知识青年中有半数是明确反对的 , 另外一些支

持这一运动的知识青年也没有过激的行为 ,这些都被牧民们看在眼里。 虽然共同生活的时间并不很长 , 但

是在呼日其格的蒙古族牧民和北京知识青年之间建立了特殊的感情 ,这些知识青年返城后始终与当地牧

民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直到 21 世纪最近几年 ,呼日其格大队的知识青年们还多次结伴回到嘎查去看望牧

民和他们过去放牧的地方。在锡盟草原发生雪灾时 ,知青们曾积极捐款救灾。锡盟知识青年们组织“草原

恋”合唱团的活动 ,也显示出他们心中对草原仍怀有很深的感情。 在知识青年的协助下 , 有些牧民到北京

来看病和旅游 , 渐渐开阔了眼界。也许人们对“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有种种不同评价 , 但是北京知识青

年群体(以汉族为主)与草原蒙古族牧民之间的这一段历史情缘 ,在现代蒙汉关系中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

但是 , 知识青年们和他们熟识的牧民同龄人的年龄都已在 60 岁上下 , 双方的下一代与父辈之间的感

情多少存在一定隔膜。近年来 , 有些知识青年们曾携带孩子访问呼日其格草原 , 但是这些大城市的孩子们

似乎很难对草原建立起感情 , 年长的牧民们也感到孩子们对知识青年的记忆很淡漠。所以这种在特殊历

史条件下产生的蒙汉交往类型在代际更替后可能无法持续下去。

3.牧民与收购畜产品的汉族商人的交往

自实行家庭承包制后 ,牧民们以户为单位出售自己的畜产品 , 一些南方汉族商人也通过建立各种关

系 , 来到草原上进行收购。每到夏季剪羊毛和秋季卖活畜的季节 , 就可以看到装载铁笼的大卡车奔跑在草

原小路上或停留在牧民棚圈旁边。这些收购商贩多数是本队汉族移民介绍或引领来的 , 少数是原供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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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 52 名知识青年 , 主要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和北京景山学校 , 大部分是高中生。



蒙古族干部介绍来的。

这些季节性的商业交往实际上并不伴随多少实质性的文化和感情交流 ,购销双方都在仔细计算自己

的经济利益 , 所有交往的最后目的都是围绕着生意和利润 , 这与解放前牧民与“旅蒙商”的交往没有什么差

别。由于认识到这些汉商只是进行倒买倒卖并在交易中获得高额利润 , 几个蒙古族青年牧民也希望直接

与真正的买家建立沟通渠道 , 把中间人的利润放进自己的口袋。他们在本队收购活畜或羊毛 , 集中起来向

南部推销 , 但是由于缺乏经营的经验 ,没有运输销售网络 ,不熟悉南方的汉人社会和市场 , 经营几年之后似

乎效益并不好 , 最后都放弃了。

蒙古族牧民们与这些汉族商人们的来往尽管年年在进行 ,但仅是传统的牧民与收购商的生意交易 , 在

蒙汉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4.牧民与旗镇(县城)汉族居民的交往

呼日其格已有两名牧民子弟在旗里担任副县级和局级干部 ,他们把家搬到旗政府所在地的县城 , 老人

和兄弟姐妹仍在草原 , 与亲属们经常保持往来。另外 , 由于苏木小学停办 , 小学生和中学生都集中到县城

上学 , 所以有四户牧民把户口迁到旗里 , 还有四十几户有大人通过买房或租房常年居住在旗里照顾上学的

孩子们。这样家长加上学生 , 呼日其格常年居住在旗里的大约有八十至九十人 , 已经形成了一个“呼日其

格小社区” 。

这些孩子们在旗里的民族中学和民族小学读书 ,学校里开设汉语文课。与草原相比 , 他们平时也有更

多机会与汉族居民和汉族学生接触 ,所以他们的汉语口语水平有所提高 , 但是据我们与这些学生们交谈的

感觉 , 他们的汉语水平参差不齐 ,这可能与个人的兴趣和努力相关。与此同时 , 常年住在旗里的年长牧民

们的汉语水平也明显提高 , 在购物和社交中 ,他们平时都有不少机会与汉族干部和居民接触和交谈。县城

的居民中有半数是汉族 , 在县城形成了一个蒙汉文化同时并存的文化氛围 ,这为呼日其格牧民加入城镇蒙

汉文化交流的潮流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虽然没有输电线拉到草原 , 但是几乎家家都有小型发电机 , 电视已经普及 ,许多牧民家庭都有 DVD 放

映机和不少光盘 , 牧民和牧区学生们的眼界已经打开。现在牧民普遍非常关心子女的教育 , 而且希望自己

的孩子能够上大学 , 走出草原 ,到外面去见世面 , 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从各个家庭对孩子教育的大量投入

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对旗里的城镇生活习惯了以后 , 有些牧民开始到锡林浩特 、呼和浩特 、北京旅游 ,甚至集体赴蒙古国

或东南亚旅游。随着蒙汉文化交流和现代传媒的渗透 , 现代观念和生活追求已经影响到草原上的每个牧

民家庭。

六 、讨论

　　1.对草原牧区蒙汉关系的观察与感受

在对草原蒙古族牧民与汉族农区移民 、北京知识青年 、南部汉族商人 、城镇汉族居民以上各类交往类

型的观察中 , 我有几个突出的感受:

第一 , 在大队的各项制度和公社-大队领导处理各类事务的过程中 , 整体上体现出来的是民族平等的

精神 , 蒙汉成员相互之间没有歧视。特别是北京知识青年在社区里享受着与本地蒙古族牧民完全同样的

待遇。

第二 , 无论是蒙古族牧民还是社区里的汉人(移民 、知青), 大家基本上都把蒙汉差别看作是文化(语

言)和习俗的差别(农牧差别 、城乡差别 、南北差别),大家并不觉得“民族”是个多重要的身份差异。在基层

社区内 , 在对各种资源和机会进行分配时 , 考虑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民族成分” , 而是“社区成员”(大队社

员)的身份。在 1983 年分配牲畜和草场时 , 考虑的主要不是“蒙-汉”差异 ,而是“移民-本地人”差异。

第三 , 社区成员的身份是大家认同体系中最重要的认同。 知识青年通常与和他们最早共同住在一起

—22—

　马　戎·内蒙古草原牧区的蒙汉关系演变及影响因素　———以锡盟东乌旗一个牧业社区为个案



的牧民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和感情 ,所以在社区里的交往中 , 他们也因此被人们以这家牧民来“命名” , 常常

被称为“ ×××的斯可腾(知识青年)”。对于那些蒙语流利的知青和汉族移民 , 牧民们完全把他们接纳为

“自己人” 。一位没有儿女的蒙谷族老太太被一个汉族知青认作“额吉”(母亲), 他像其他青年牧民对待母

亲那样照顾老人 , 老人也像关心自己儿子那样为他张罗婚事。对那些蒙语不太好的知青 , 牧民们虽然难以

与他们进行很深的交流 , 但是在生产和生活的互助中同样把他们看作“呼日其格人” 。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

并不完全依赖语言 , 眼神和心灵的交流是更重要的。地缘因素 、共同的社区成员身份似乎远比“民族”身份

具有更多的意义。

第四 , 人们关系的亲疏远近程度通常与相互交往的时间和熟识程度相联系 , 并不与民族成分相联系。

我在当地生活和访谈过程中观察到 ,那些年长蒙古族牧民在与陌生的蒙古族人(如旗里或苏木干部)见面

时通常讲话很少 , 显出几分矜持和距离感 ,而他们见到熟识的北京知青时则喜笑颜开 , 十分热情随意 , 感觉

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2.今后蒙汉关系发展的前景

如果两个群体之间出现深刻和持续的矛盾与冲突 ,我觉得可能会由几个因素引起:

第一个因素就是群体之间的差别上升为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边界 ,这将彻底和完全改变民众的

基础“认同”对象和思考权利-利益关系的基本单元。如果以“中华民族” 作为基本的政治认同单元 , 那么

蒙汉之间的文化差异和个体之间的利益差异 , 都是“内部问题” ,都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缩小和调节的。

但是如果把蒙汉看作是两个各有自己利益的“民族” ,就难免事事 、处处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现实生

活中的现象 , 并把个体事件也看作是体现各“民族”不同利益的具体表现。

我于 1973 年离开呼日其格之后 ,有很多机会和城镇蒙古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交往。与我在草原上熟识

的那些朴实的蒙古族牧民们相比 , 我有一个感觉 , 就是凡是上了大学并在大学里系统学习了“民族理论”课

程的人 , 他们对“民族身份”的认识就跨上了一个台阶或者说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 他们或多或少都把

“民族”看作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核心认同单元 , 他们在与汉族人员进行交往时更多地把这种交往看作是

“民族”之间的交往 , 而不是像淳朴的牧民们那样把这些交往看作是“人”与“人”的交往。像呼日其格这样

的草原牧区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大学生 ,所以草原上的蒙汉关系远比呼和浩特这样的大城市中的蒙汉关

系要简单和淳朴得多。

目前我国官方“民族理论”的核心内容 , 一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共同语言 、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

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二是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 。官方“民族政策”

的核心内容 , 一是“民族平等” ,二是“民族区域自治” , 三是对少数民族的各项优惠政策。这些内容在很大

程度上强调的是各“民族”的政治权利和现代“民族”意识。所有这些有关“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宣传

教育 , 在客观上都在不断强化各族民众的现代“民族” 意识。所以今后如果会出现以“民族”为边界的群体

性事件或街头骚乱 , 最可能发生的地点是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集中居住的大城市 , 而不是农村和牧区。

与此同时 , 如果“民族意识”不断强化 ,会持续催生民族之间的感情隔阂和互不信任情绪。在这样的氛

围中 , 在民族混居的城镇 、共同就读的学校 、共同工作的企业里 , 两民族个别成员之间的极偶然的碰撞事件

也有可能引发以民族划分界限的集体冲突。存在这种民族混居现象的城镇 、学校 、企业就必须非常小心谨

慎 、及时公开地处理任何可能引发民族情绪的个别事件 , 同时加强“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教育 , 加强公民

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教育。

第二个因素就是现实社会中的民生问题。西方社会学家在研究种族-族群关系时提出一个观点 , 认

为种族或族群意识是人们为了争取自身利益而进行群众动员的一个工具 ,“今天的民族群体如同其他由利

益所构成的群体一样在实行有效的利益追求 , 而且事实上他们的追求比其他利益集团的追求更加有效。”

(GlazerandMoynihan , 1975:7)所以 ,除了现代“民族”意识这一因素外 , 民众的切身利益即民生问题(如就业

困难 、收入低 、福利差)也是引发民众不满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当就业机会 、收入水平在不同民族

成员之间出现显著差距的时候 , 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成员就很容易把这一差距看作是“民族歧视”甚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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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压迫” 。这时行为激进的人员将主要是生活在各族混居城镇并在激烈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

农民工和待业大中专毕业生。

第三个因素是政府官员政治素质 、治理能力与基层民众期待之间的差距问题。如果官员素质很低 , 有

贪污腐化 、以权谋私 、断案不公 、草菅人命 、纵亲行恶等行为 ,民众积累起普遍的不满情绪 , 再遇到一件有典

型性的事例 , 民众无法通过正常的行政或司法程序来达到合理诉求 , 就会上街聚众 ,通过群体性事件来得

到上级政府的干预 , 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涉及的干部和他面对的民众分属两个不同的民族 , 那

么民众很容易以“民族”来进行社会动员并引发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当地“干群关系”持续紧张 ,

民众对官员普遍不信任 、有情绪 ,那么即使某个具体事件并不直接存在不公正或偏袒的问题 , 假如信息不

公开 、不透明或公布得不及时 ,那么在传闻 、谣言和网络资讯的影响下 , 也仍然可能激发民众借以发泄不满

的群体性事件。目前在内蒙古基层牧区(苏木 、嘎查)普遍没有汉族干部 , 而且像东乌旗这些牧区旗政府的

主要干部都是蒙古族 , 所以这类情况在草原牧区不会出现。但在蒙汉混居的半农半牧区和城镇则可能出

现这类矛盾。

从我们在草原牧区的调查情况看 , 牧民的生育率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比较高 , 目前这几年应当是那

时出生孩子们的就业高峰期。由于草原和民族学校缺乏汉语环境 , 牧民青年的汉语水平普遍达不到在城

镇就业的要求 , 如果必须在城镇寻求就业机会 , 就会面临如同藏族农村青年在拉萨就业所遇到的类似困

难 , 也会产生同样的不满情绪。(马戎 、旦增伦珠 , 2006)目前 ,好在草原上还有一些像呼日其格这样的牧区

仍然处在劳动力短缺的状况下 , 需要从外面雇用牧工 , 这就给另一些牧业资源相对短缺牧区(如西乌旗)的

牧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 缓解了西乌旗牧民的就业难题。但是在草原上究竟有多少缺少劳动力的社区? 它

们总共能够为其他社区的牧民青年提供多少个就业机会? 同时内蒙古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究竟有多少个富

余蒙族青年劳动力需要这样的就业机会 ? 两者之间是否能够维持大致平衡? 这些问题是需要经过大规模

和深入的社会调查才能够回答的。

假如有相当数量的蒙古族青年牧民既找不到他们熟悉和能够胜任的“牧工”这样的工作 , 又无法在城

镇找到可接受和能适应的就业机会 ,那么这将是政府必须认真思考和仔细规划的社会问题。 因为这样的

就业困难群体带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 很容易因个别事件的“导火”而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 对社会和谐

和民族关系带来重大损害。

总而言之 , 草原牧区是在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传统文化 、人际关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社区。草

原牧业社区研究的内容 , 涉及到社会 、经济 、民族 、人口 、文化 、生态等许多方面 , 对于牧区的调查研究是既

牵涉社会科学 , 又结合了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 人类社会的组织及其活动 , 有的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

响 , 有的直接与国家的社会制度 、经济体制及各历史阶段的政策变革相联系。在中国 , 政策和体制是帮助

我们分析理解我国基层社区历史文化变迁的主线。

草原地区传统游牧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居 ,这种游牧的生产方式注重草场的恢复能力和畜牧业的可持

续性 , 在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中 ,形成了一套独特 、和谐的游牧文化。在公社体制下迁入草原牧业社区的

农民和城市知识青年 , 带来了农耕文化和城市文化的观念和习俗 , 给牧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 促使这个偏

远和相对封闭的牧业社区向现代观念 、现代技术开放。当知识青年返回城市后 , 这些影响仍然潜移默化地

发挥着作用。来自其他农村的移民们在新的家庭承包体制下离开社区 , 但仍在为本社区的牧业生产提供

服务 , 他们在新的形式下继续推动着牧业社区向前发展。几十年来 , 农牧文化 、城乡文化 、蒙汉文化的交流

与融合 , 在呼日其格这个草原社区的小舞台上 , 表演得绘声绘色 , 这个社区的历史演变和蒙汉交往模式的

变迁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饶有趣味而又值得发掘和深思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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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几个牧民家庭

社区是由许多个家庭组成的 , 介绍 、描述若干有代表性的牧民家庭 ,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个

社区和它的居民们的经历 、想法与现时生活。 2003 年呼日其格户籍登记册上有 128 户 , 我们前后对 103 户

进行了户访 , 下面选择 6 户有代表性的被访户进行介绍。

1.多年担任大队干部的本地牧民户

1993年我们调查时 , 这一户的家长 53岁 , 共生育了 2 个儿子 、4 个女儿。 2 个女儿已经出嫁 , 2 个儿子

已经娶妻生子。 1993年 8月 , 与户主夫妇同住的有 2 个未出嫁的女儿(24 岁 、23 岁), 大儿子夫妇 , 二儿子

夫妇 , 4个孙女 , 1 个孙子 ,全家共 13 人。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我在 1959 年以前给本地一户富裕牧民放羊 , 当长工 ,报酬很少。当时在呼日其格当长工的

共有 3人 ,短期当雇工的有 2 人。 1959 年(19 岁)开始当干部 , 先是当民兵排长 , 1961 年大队成

立后下辖两个小队 ,当第二小队副队长。 1963年小队取消 , 当大队队委会委员。 1964 年 10 月开

始“四清”运动 ,从上面派来了工作组 , 开始按照各户的富裕程度划分阶级。本队没有牧主 , 只有

1 个“老白音”(富牧)和 5 个“新白音”(1949 年以后富裕起来的)。开始人们对“划阶级”有疑问 ,

后来经过工作组的宣传也接受了 ,认为“白音”确有雇工剥削行为 , 可以没收财产。 1966 年“文化

大革命”开始 , 当时“四清”工作组刚刚撤走。上级的安排是:在旗以上的机关搞“斗批改” , 基层主

要是正面教育。

我 196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67～ 1981 年期间当了 14 年的大队长兼民兵连长。“文化大

革命”中有的做法过激 , 我在公社和旗里被关了 14 个月 , 后来平反 ,仍然担任大队长 。

1967 年 11 月 , 来了第一批北京知识青年。在此之前 , 盟里旗里都来宣传过 ,说“上山下乡”

是毛主席的指示 ,要牧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照顾和教育知识青年 ,所以牧民对北京的学生来

这里插队是非常欢迎的。

知识青年有文化 ,在北京有家 , 想回去 ,我可以理解。也有在这里和牧民结婚成了家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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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留下来了。现在知识青年回来探望 ,牧民们都很高兴 , 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 , 有些年轻人可

能你们已经不认识了。

1981年以后他不再当大队长了 ,但现在还任大队纪委委员。给长期任职的基层干部 , 发了“老干部荣

誉证书” ,旗里下了一个文件 , 要各大队拿出 10 , 000 元给这些人盖房子。 他已从大队领到了 3 , 000 元。他

认为现在的干部工作远不如当年他们当干部时努力负责 ,而且账目不清 , 有谋私利的行为。

1983年分牲畜时 , 全家 7 口人 ,分到 220 只羊 、27 头牛和 29 匹马 , 现在发展到 850 只羊 、140 头牛和 82

匹马。 1992 年秋天卖了 230 只羊 , 收入 19 , 000 元 , 平均每只售价 82.6 元 , 卖给国家 7 头大牛 ,每头 1 , 000

元 , 卖给私人 3 头奶牛 ,每头 600 元。 1993 年夏天卖羊毛 1 , 399 斤 , 每斤 2.5 元 , 卖山羊绒 84 斤 , 每斤 61

元。从这一个牧业年度来看 , 他全家共收入 36 , 422 元 , 人均 2 , 802 元。

1987年他花 6 , 200 元买了 1 辆新拖拉机 , 用了 5年后 , 以 2 , 200 元的价钱卖掉了。 1989 年买了第二辆

拖拉机 , 价钱为 6 , 500 元。 1992 年买了 1 辆“ 212”旧吉普车 , 买时花了 9 , 000 元 , 大修用了 2 , 000 元。另

外 , 先后买过 6 辆摩托车 ,买时大约 3 , 000 元 1 辆 , 用旧了就卖掉买新的 , 旧摩托售价不到 1 , 000 元。那时

一般家里总保持有 2辆摩托车。买了吉普车以后 ,就把摩托都卖了。

1989年建了 3间砖瓦房 , 花费 1.75 万元 , 同年建西厢房 ,花费 3 , 500 元。那时砖瓦还比较便宜。 1993

年建东厢房花费 5 , 000 元 , 围院墙花费 3 , 700 元 ,在住房上共支出 3 万元。在生产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共

计 2.6 万元 , 其中建接羔暖棚花费 1.2万元 ,建储草圈花费 3 , 200 元 ,围了 4 个各占地 500 亩的草库仑共花

费了 1.1 万元(其中先建的两个政府有补贴)。由于围草库仑的铁丝(刺线)涨价 , 1993 年围 1 个 500 亩的

草库仑需花费 1.2 万元。

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好的 ,但是步子是否有点快了? 东西越来越贵 ,不知价格是由谁来定的。

分牲畜是好事 ,这样个人能力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这几年受灾 , 上级拨的救灾款 ,基层没有见

到。旗里盖了许多新楼 ,牧民议论钱是从哪里来的。现在从牧民身上索取太多 , 卖 1 头牛 , 苏木

还要提取 57 元。过去我们当干部 , 也就是分配两匹马让你骑 , 而现在大队的书记 、队长 、会计 3

个人可以用大队公款卖摩托车 , 其他大队也如此 ,不知是哪里的规定。 1 辆摩托车 6 , 000 元 , 新

上任的干部还不肯用旧的 ,要买新的。

分牲畜的时候 ,牧民按人分 , 外来户按户分。依我看 ,外来户分得的并不少。满德拉图大队

的标准和我们一样。现在内蒙古与外蒙古之间的人员往来比以前多了 , 现在一个季度边境开放

4 次 , 一次半个月 ,可以探亲访友 , 但是需要到旗里申请。双方政府也在做生意 ,旗里许多单位都

派人去过 ,但是规定牲畜生意不许做。听说前一段过去收购废铁 , 现在那一边的废铁也买光了。

外蒙古没有什么东西。

本地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现雇工现象。 1983年牲畜分到各户之后 ,有的户缺乏劳动力 ,开始雇人

放羊。现在牧民中的年轻人结婚后都愿意分家单过 ,自己有自己的房子 ,支配自己的收入。这样每家有各

种牲畜 , 家务事也很多 ,如果忙不过来 , 就宁愿雇人。到了 2002 年 , 雇人的户占大多数。 现在每家需要劳

动力的事很多 , 有不同的牲畜 ,需要分别放牧管理 ,要拉水 、打草 、开车 , 所以劳动力显得紧缺。

牧民之间拉开贫富差距有几个原因:一是懒惰 , 二是生病 ,三是受灾。大队为了照顾贫困户 ,在分牲畜

时留了 1 , 100 只母羊 , 分配给贫困户来放 ,采用“苏鲁克” 的方式:生的羊羔一半给牧人 ,一半给大队 , 羊毛

和羊绒也归牧人。这样可以帮助牧民恢复牲畜规模 , 脱贫致富。大队还从各户抽出一些羊(每户 3 ～ 4

只),作为“社会保险” , 让贫困户来放 ,帮助贫困户脱贫。

解放前牧民生活水平很低 ,即使是“富牧” ,蒙古包里也只铺一块很小的地毯 ,主要铺毡子 , 普通牧民根

本没有地毯。当时有两块砖茶 、一袋米 、一袋面(40 斤),就被认为是富裕户。现在有的牧民还自费旅游 , 有

两人 2001 年参加了旗里组织的外蒙古旅游 , 还有一人参加了去年由旗里人大组织的人大代表访问团 , 去

过北京 、济南和大连 ,有的参加了旗里组织的“新马泰”旅游团 ,花费一万多元。

现在牧民家有六十多个孩子在旗里上学 , 50 岁以上的牧民都住在旗里照看上学的孙子辈的生活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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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家里也有人托亲戚照看上学的孩子。自己的户口也迁到旗里。有的牧民在旗里花费 7 ～ 8 万元专门

买了公寓式房子 , 让上学的孩子住。现在牧民家的孩子到了 7 岁都上小学 , 小学毕业后去考初中 , 现在除

了生病等原因 , 一般都能够上初中。旗第一中学(蒙中)取分高一些 , 分低的就上旗第三中学。现在一中和

三中在一起盖楼房。

在商业活动方面 , 近来有些牧民倒卖牲畜 ,但也没赚到什么钱 ,如××××就亏了钱 , 另外几个人也做

过生意 , 都没有成功。

上一任的嘎查书记想发展得快一些 , 2000 年从哲盟买来 700 只优种山羊 , 贷了 12 万元 , 可能不是国家

贷款 , 是私人放贷 ,利息很高。不巧同年冬天大雪 ,山羊死了不少 , 2001 年无法按预定计划还贷款 , 只好用

牲畜抵债。这样基本上没什么牲畜了 , 成了困难户。

牧民家的姑娘嫁出去 , 一般都带一些牲畜去婆家 , 50～ 60 只牲畜 ,有时带一辆新摩托。例如:×××二

女儿嫁到西乌旗 , 带了 100 只羊和 15 头大畜作为嫁妆。当时×××家里有 3 个孩子(二女一男), 共有 1 ,

000 只羊。女婿也给岳父母送一些礼 , 一般是一头奶牛带牛犊 ,还有一些衣服和地毯 , 以及上千元现金。

这是一位雇工出身的基层老干部 ,他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和体制变革 , 有自己的观点和信念 , 现在作

为一个大家庭的老家长 , 受人尊重。在新体制下 , 他的家庭收入明显提高 , 他安享晚年 ,但是多少有些怀旧

之感。

2.善于经营的本地牧民户

这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年轻人 , 2002 年为 43 岁。 1993 年 ,全家有 10 口人 ,除了户主夫妇和 4 个孩子之

外 , 还有母亲 、姑姑 、弟弟和 79 岁的姑祖母。家里只有他和弟弟是主要劳动力。

1983年 , 全家 6 口人 ,那时孩子们尚未出生 。分到了 198 只羊 、35 头牛和 27匹马。到 1993 年 8月 , 发

展到了 826 只羊 、100 头牛和 40 匹马。 1992年秋天 , 卖了 300 只羊 , 每只90 元 ,卖了 12 头牛 , 平均每头800

元。 1993 年夏天卖羊毛 800 元 , 山羊绒 700 元。这个牧业年度共收入 38 , 100 元 , 人均收入 3 , 810 元。与

第一户的情况相比较 , 估计他还有相当于2 , 000多元的一批羊毛尚未卖出。

1993年夏天刚刚建成 5间新砖瓦房 ,花费 3.1 万元 , 另外花费 7 , 000 元盖了畜棚。 1988 年 , 围了 500

亩的草库仑 , 花费 3 , 300 元 ,那时政府有补贴 , 省了不少钱。 1984 年 , 花费 2 , 800 元买了 1 辆摩托车 , 至今

还在骑。 1988 年 , 用 7 , 100 元买了拖拉机 ,仍在使用。可以看出 , 这是一个十分节俭 、精打细算的牧民。

这个年轻人给我们看了他自 1992 年 1 月以来的现金收支记录。过日子像他这样仔细的牧民在这里

是很少的。我们从记录中可以看到 , 在 1992 年至 1993年 6 月期间 , 他共出售山羊绒 37 斤 , 其中 35 斤卖给

私人收购者;共出售羊毛 1 , 475 斤 ,其中卖给私人 390 斤(占 26.4%);共出售 8 头牛 , 全卖给苏木供销社;

共出售大小羊 284 只 , 其中卖给私人 126 只(占 44.4%);购买的柴油 、机油相当的比例是从私人手里买的。

他所接触的“私人”购买者 、出售者可以说都是汉族 , 而且大多数是原来在本队居住的汉族移民 , 这些

汉族移民现在自己在经营或者做内地商贩的介绍“中间人” 。

在他那里 , 我们还看到了苏木税务机构发给这户牧民的交税记录卡。这户牧民一年必须交纳各种税

金共计 4 , 015.11元。通过这户牧民的收支“流水账” ,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社区的牧业生产日程表 、

生产活动的内容以及日常各项开支和收入。

3.曾出走外蒙古的老喇嘛

1993年调查时 , 他 83岁 , 是那时全苏木年纪最大的人。他出生在邻近的道森宝力格苏木 , 小时候家里

有 2 个姐姐 、1 个弟弟 、1个妹妹 , 还有 1 个当喇嘛的叔叔。那时的习俗是家里有 2 个男孩的 ,要有 1 个去当

喇嘛 , 所以他 8 岁时到东乌旗的大庙出了家。这所大庙很有名望 ,是全蒙古 4 座藏有清朝皇帝御印的寺庙

之一(内蒙古 3 座 ,外蒙古 1 座)。当时大庙有 1 , 500 个喇嘛 ,据说最多时达到 2 , 500 个 , 住持的第六世转世

活佛是从甘南拉卜楞寺请来的 。他 12 岁时 , 九世班禅曾来过锡盟 , 路经东乌旗。大庙在解放时剩下 800

多个喇嘛 , 到 1963 年时有 108 个僧人 , 仍然有佛事。后逐年减少 , 1966 年他来到沙麦呼日其格的姐姐家 ,

不久开始“文革” , 大队派人去旗里大庙把他存放的东西拉了回来。因为家里几代人在这所寺庙出家 , 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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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少财物 , 拉了两三大车。大队把这些东西没收了 , 当时有清单。

1968年春天听说要“斗争”他 , 5 月 22 日(当时 58 岁)就去了外蒙古。 先到了乌兰巴托 , 等了 7 ～ 8 天 ,

分配到北部宝力格盟“列宁之路”集体农庄落户 ,在那里当过木匠 , 盖过房子 , 分了一座蒙古包 , 生活过得还

可以。那边体制是集体合作化农庄 , 每月发工资 , 人们之间工资有差别 , 最高的可以领到 999 蒙古元 , 工龄

长的 , 退休金也高。 1975 年(65岁)他退休了 , 因为工龄只有 7 年 ,每月退休金只有 70 蒙古元 , 当然还可以

另外干活挣些额外的钱。

在外蒙古时可以通过收音机 、电视了解到国内情况 , 后来听说可以通信 , 就写信回来询问国内情况。

得知姐姐已去世 , 外甥已经成了家 ,买了摩托车 ,这边生活很好 , 这样就想回来。 1987 年 9 月向乌兰巴托方

面写了申请 , 理由是年纪大了(77岁),单身一人 ,回来后这边有亲人可以照顾生活。 1988 年春天申请被批

准 , 5月回国。回来时旗里和苏木还举办了欢迎仪式 , 领导来慰问 , 为他办理老人保险 , 一年一百多元。外

甥家里富裕 , 丰衣足食 ,可以安享晚年。“文革”后曾经组织退还当年查抄没收的东西 , 那时自己不在国内 ,

外甥去要过 , 没有给。现在生活很好 ,也不想去要了。

这位老喇嘛已于 1999 年病逝。

他的外甥家的情况:

2002年 , 外甥 60 岁。 1983 年分牲畜时 ,家里有 5 口人 , 分得 150 只羊 、21 头牛 、21 匹马。 1993 年 , 发

展到 800 只绵羊 、110 只山羊 、107头牛和 3匹马。 1992年出售牲畜的收入为 5 万元 , 1993 年夏天卖羊毛 、

羊绒 , 收入 7 , 000 元。但是支出也不少 , 1992 年盖 3 间砖瓦房花费 2.1 万元(赤峰来的施工队盖的), 修院

墙 1 , 100 元。相比起来 , 过去基建费用低 , 1987 年时盖 4 间房子加仓库仅用了 6 , 000 元 , 盖畜棚 1 , 200 元。

1984年 , 迁到白音毛都草场 ,自己选的地点 ,那时牲畜少 , 草好。现在人多牲畜多 ,春天沙化明显 , 各牧

户的牲畜平时都超过了“承包合同”上规定的载畜量 ,秋后牲畜卖后可能与规定的载畜量差不多 ,这样草场

逐年恶化。现在的牲畜数量是 1983 年数量的几倍 , 草场承受不了。牧民们都很担心 , 这样今后的收入会

受到影响。

在分得的草场上建了 1 , 500 亩的草库仑 , 自己共花费了 16 , 000 元 ,第一个 500 亩的草库仑自己出资

4 , 000 元 ,苏木和大队补贴 2 , 000 元 , 另外两个 500 亩的草库仑自己各出资 6 , 000 元。 1998 年与大儿子分

家 , 牲畜分成两群 , 分开放牧 ,但草场没有分开 , 当时分到 11 人的草场 2.8 万亩。之后扩建草库伦共花费

10万元 , 大儿子负担 8 万元 ,小儿子负担 2万元 。

花 3 , 000 多元买的第一辆旧摩托 , 后来卖了。 1992 年有 2 辆摩托(7 , 000 元和 5 , 000 多元), 1 台拖拉

机(6 , 000 多元),还有 1 台雅马哈汽油发电机 , 平时不常用 ,主要是给蓄电池充电用。有 1 辆新的单排座货

车 , 3万元;1 辆大摩托 , 8 , 000 元;在旗里买了 1 辆旧的拖拉机 , 5 , 000元。

在户籍上 , 他随二儿子一家居住 , 共5 口人:自己 ,二儿子夫妇 , 1个孙子 5 岁 , 1 个孙女 9 岁。妻子随大

儿子一家居住。二儿媳来自白音敖包嘎查。

2002年有 720 只羊 、10 头牛 、70 匹马。2001 年卖了 10 头牛 , 1 , 400 元/头 , 1.4 万元;卖了 15 匹马 , 1 ,

300 元/匹 , 19 , 500 元。今年卖羊羔 80 只 , 211 元/只 , 16 , 880 元;卖羊毛1 , 000斤 , 1 , 500 元;卖羊绒 80 斤 ,

8 , 800 元。

1994年建大房子 3间 , 2.4万元;1996 年又建了 2 间小房 ,花费 8 , 000 元。 1995 年 , 建 7 间羊棚 , 花费

7 , 000 元;今年打了 1 口水井 , 4 , 000 元。为了照看在旗里读书的孙子们 , 在旗里花费 3 万多元 ,买了 2 间房

子 , 夫妇两人平时住在旗里。

雇了 1 个来自西乌旗的羊倌 , 吃住都由畜主提供 , 用的是由畜主提供的蒙古包 ,报酬是每月 450 元。

4.雇工的本地牧民户

户主 1993 年为 54 岁。他的父母共生育了 9 个孩子 , 只存活 5 个。 3 个姐姐早已出嫁。 弟弟在 1972

年前结婚后即分家另过 , 自己与父母 、妻子和子女一起生活 , 也生育了 9 个孩子 , 存活 5 个(4 个儿子 , 1 个

女儿)。父母分别于上世纪 70 年代去世。由于夫妇感情不好 , 妻子(55岁)与结婚分家另过的大儿子同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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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孩子也都成家 , 另立门户 ,所以只剩下他一个人单住。

1993年时 , 他有 500 只羊 、60头牛和 30 匹马。他虽然身体还可以 , 但是毕竟照看不过来 ,所以自 1991

年开始 , 他从赤峰的巴林左旗找了一个常年牧工。

来放牲畜的这个蒙古族小伙子 21 岁 ,虽然来自农区 , 但是会讲蒙古语。小学毕业后在“乌兰牧骑”演

出队干了几个月 , 那时每月工资 400 多元。 1988 年(16 岁), 和哥哥一起离家外出 ,来沙麦苏木搞副业 , 主

要是盖房子当小工 , 每天可以挣 3 ～ 4元。 1990年 , 被这户牧民找来帮助放牧 , 一天挣 7 元 , 每月 210 元 , 辛

苦时每月还增加“奖金”20～ 30元。在这一家他什么活都干 , 主要的工作是和户主一起放牧 3 种牲畜(马 、

牛 、羊)。吃饭住宿都由户主负责 , 两个人每月的伙食费大约要 110 ～ 120 元。放牧的工作是时忙时闲 , 收

入比家乡高很多 , 劳动强度比盖房子小 , 他对牧工的工作很满意 ,想继续干下去。

1992年秋天 , 这家牧民卖了 150 只羊 、9 头牛和 1 匹马 ,收入约 21 , 000 元。 1993 年夏天 , 卖羊毛 、羊绒

收入 1 , 300 元。雇牧工一年的工钱大约为 2 , 600 元 , 伙食费 720元(60 元/月), 总共 3 , 320 元 , 在这户牧民

的总收入中占 15%。雇工承担了半数以上的放牧劳动 ,从雇主这方面看 , 也是很划得来的。

这户的户主在 1997 年病逝后 ,二儿子支撑起了门户 , 二儿媳来自同苏木另一大队。 2002 年 ,这家只有

夫妇两人 , 有 540 只羊 、13头牛 、15 匹马。

2001年 , 卖 3 头牛 , 1 , 300 元/头 , 卖 4 匹马 , 1 , 200 元/匹 , 共收入 8 , 700 元。 2002 年 , 卖 200 只羊羔 ,

170 元/只 , 3.4万元;卖 100 只母羊 , 300 元/只 , 3 万元;卖 500 斤羊毛 , 750 元;卖 200 斤羊绒 , 2.2 万元。因

为牲畜少 , 没有雇羊倌。

1993年 , 建房 4 间 ,加上仓库 , 共花费 3.5 万元;新建 3 间羊棚 , 8000 元;打了 1 口新水井 , 5 , 000 元;新

单排座汽车 4 万元;1辆摩托 6 , 000元。

5.蒙古族移民户

户主 1993 年 68 岁 , 原籍是哲盟科左中旗 ,虽然来自农区 , 但蒙古语说得很好。 1966 年 , 妻子过世。妹

妹在当时沙麦公社小学当老师 , 经妹妹介绍 ,自己提出迁移申请 ,两边同意以后 , 1967 年 ,带着两个儿子 , 一

家三口迁来呼日其格。来后一直在大队的饲料基地劳动。 1969 年 ,开垦了几百亩地 , 但是气候冷 、降雨少 ,

没有多少收成。 1971 年以后 , 不种粮食了 ,和知识青年一起种菜园。 1978 年知识青年都走了以后 ,菜也不

种了。原来在“土默特”的农户有两家搬到大队部去了 ,另两户的男劳力主要出去为大队打零工 ,而自己还

住在那里为大队放弱畜。

大儿子 1976 年从老家找了个媳妇 ,结婚时花了 2000 多元 ,生了 4 个孩子 , 2 男 2 女 , 孩子们都落上户

口 , 但是儿媳妇至今没落上户口。 1978 年 ,二儿子也从老家找了个媳妇 ,结婚花费了 5 , 000 元 , 但是由于感

情合不来 , 终于在 1987 年离了婚 , 没有生过孩子。这是老人的一件憾事。

1983年分牲畜时 , 作为“外来户” , 6 口人作为 3 户分到 50 只羊 、3 头牛和 2 匹马。由于靠这些牲畜养

不活全家 , 所以 1984 年与大儿子分了家 , 老人和二儿子夫妇搬到苏木另谋生计 , 把牲畜留给大儿子一家经

营 , 但是牲畜的所有权还是清楚的。 1993 年大儿子已经发展到 100 多只羊 、40 多头牛和十几匹马。二儿

子在苏木开了一个卖货的门市部 , 1985 年在苏木改了两间土坯房 , 只用了 1 , 000 多元 , 1987 年用 6 , 000 多

元从牧民手里买了 1辆很新的四轮拖拉机 ,兴旺时每月也能挣 400 ～ 500元。

不幸的是 1990 年发生了车祸 , 二儿子从拖拉机上摔下来 , 腰部骨折 , 旗里医院治了很长时间也没治

好 , 前前后后花了 3万多元 ,仍然瘫在床上。 1991 年先卖了拖拉机 , 卖了6 , 000元 , 1992 年卖了 4头牛 , 平均

800 元 ,共 3 , 200 元 , 又卖了 30 只羊 , 收入 2 , 000多元 , 都用于治病和维持生活。 由大儿子管理 , 但属于老

人和二儿子的牲畜 , 1993 年还有 12头牛和 8匹马 , 羊都已经卖了。二儿子的终生瘫痪 , 使老人心情更加沉

重。 1992 年之后 , 二儿子即使扶着拐杖也不能行走了 , 完全由老人照顾 , 每月开销 200 元 , 靠牲畜的繁殖 、

出售来维持两个人的生计 , 幸亏仍在放牧的大儿子有时还能接济一下。 遭受了意外横祸的这一户 ,是那时

呼日其格经济上最为艰难的一家。

2002年 , 我们得知老人已经在 1994年因肝癌晚期去世 ,二儿子也于 1995年去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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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2年调查时 ,他的大儿子讲述了自己的境况:2000 年冬天大雪 , 他家的牲畜死了 280 只羊 , 死了

10头牛和 4匹马 , 另外在大风雪中还丢了 20 头牛 ,没有找回 , 损失很大。 2002 年 8 月 , 还有 114 只羊 、11

牛 、24 马。该年卖羊毛 300 多元 ,羊绒 1 , 600 元。卖了 22只羊羔 ,因卖得较早 , 平均每只价格为 148 元(共

3 , 250 元)。去年没有卖牛和马。过去每年总有 3 ～ 4 万元收入 , 2002 年只有 7 , 000 元 ,因此生活比较困难。

6.汉族移民户

这一户的家长就是前面提到的王老汉的大儿子 , 2002 年 44 岁。他家的原籍是河南虞城县 , 1960 年家

乡遭饥荒 , 没有办法生活 ,父亲就来到沙麦附近的国营牧场做工。 1962 年牧场解散 ,父亲设法转到沙麦公

社综合厂干活 , 1967 年 ,父亲下放到呼日其格大队 , 在队部盖了一间土房。 1968 年夏天 , 从老家接来了母

亲 、他 、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 他那时只有 10岁。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 , 他的母亲就带着两个弟弟和两个

妹妹回河南老家去了。

1970年至 1985 年期间 , 王家父子住在“土默特”饲料基地干农活 , 1983 年分到很少的牲畜。 父亲年纪

也大了 , 父子在 1984 年回了原籍 , 那一年他是 26 岁。随父亲回到河南以后 ,感到在草原上还是有不少发

展机会 , 而且他和父亲的户口仍在呼日其格。 1985 年 ,他带着在老家娶的新婚妻子又回到东乌旗。开始时

卖掉了牲畜 , 用 6 , 000 元买了一辆四轮拖拉机 ,在旗里当运输个体户 ,为当时施工的商业大楼拉石头 、拉沙

子 , 很辛苦。每月毛收入有 1 , 600～ 1 , 700 元 , 减去上税 、养路费 、油费等等 , 大约可得到净收入 1 , 000 元。

这样干了两年。

他曾给队里一户当干部的牧民放了一年羊 , 把两家羊放在一起 ,报酬是每月 3 只羊加 200 元 ,比其他

羊倌可以每月多得到 1只羊。

90年代大部分年头 ,夏天都在旗里跑运输 , 秋天从 8 月中旬到 10 月中旬 ,回到呼日其格为牧民打草 ,

两个月能挣 3 , 000 多元。打草的价钱与大队领导协商 , 1991 年和 1992 年是每公斤草 5 分钱 , 1993 年油价

提高了 , 每公斤草的费用也提高到 7 分钱。他每年都要给二十几户牧民打草 , 打完了 , 还负责运到各户的

草圈里。大队原来集体购买了不少打草机 , 1992 年 , 大队把 3 部打草机和 1 部搂草机承包给了他 , 三年为

期 , 由他负责组织大队的秋季打草 ,三年之后这些机械就归他了。 1992 年 , 他在旗里雇了 4 个四轮拖拉机

来牵引这些机械 , 找的都是跑个体运输的熟人 ,他负责准备打草机配件和磨刀片。他从每斤草的收费中抽

取 1 ～ 2 厘钱 ,这样既顺利地完成了大队的打草工作 ,自己也得到一定收入。

大队牧民分到了牲畜和草场了 , 手里都有了钱 , 希望住房子 ,但是又不会盖 , 他就与留在河南的两个弟

弟商议 , 在老家组织了一个施工队 ,每年夏天来呼日其格为牧民盖房子。由他出面商议价钱 , 签订合同 , 两

个弟弟带着施工队具体施工。这样 , 老家的弟弟们和乡亲们也增加了收入。

前后搞了 10 年基建 ,在队里包工建房 、打井 、建草库仑。因为都是同一个大队的 , 不好多要钱。在别

处一间房包工 1.2 ～ 1.3 万元 , 在本队包工一间房只有 7 , 000 ～ 8 , 000 元 ,所以挣不了多少钱 , 只够生产成本

和基本收入。他现在已经有了三个儿子 , 供孩子们读书每年需要 1 , 000 多元。在旗里自己拉土脱坯 , 只用

了 2 , 000 多元就盖起了 2 间土瓦房。每年还要给在河南老家的父母寄 400～ 500 元。 1992 年 ,用 1 , 500 元

买了 1 辆摩托车。日子过得还比较宽裕。

1998年 , 4 口人分到5 , 000 亩草场 , 拉铁丝网花费 2万多元。没有在草场上建房 ,还是住蒙古包。 2002

年 , 有 420 只羊 ,没有牛和马 , 骑摩托放羊。 2002 年 ,卖了 96 只羊羔 ,每只 230 元 , 共计 2.2 万元;卖羊毛

500 斤 , 1.6 元/斤 , 800 元;卖 18斤羊绒 , 2 , 000 元。自己打了一口井。有两个小四轮拖拉机 , 1 辆旧摩托 1 ,

500 元 , 1 辆新摩托 5 , 600 元。

父母都 70 多岁了 ,住在河南老家农村 , 2 口人 ,承包 4 亩地。老家距商丘只有 40 里 ,土地质量好 , 零花

钱由子女寄 , 生活可以维持。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 6 种类型的居民户。通过了解他们的个人经历 、生产资料情况和收入 、就业 、经营

办法以及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等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这个牧业社区和牧民的生产活动 、生活

方式 , 可以感觉到在不同的体制下 ,资源在不同的人群中如何分配与再分配 , 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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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关系当中 , 特别是移民与本地户 、汉族与蒙古族这两组关系是在如何演变 ,蒙汉文化交流的形式 、内

容和深度是在如何变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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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s of the Han-Mongolian Relations
in Grasslands in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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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have been sever al system refo rms in g rasslands in Inner Mongolia since 1949.These changes

had g rea t influences on Han-Mongolian rela tions and mig rant-na tive relations.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a

typical pastora l community in g rassland areas , this article review s the changes in administration , he rding

models , and mig ration pa tterns in the pa st 6 decades.The info rmation received fr om field interview s of

herdsman familie s pro vide a picture to show how the community functioned and adjusted itself acco rding to

the policy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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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Autonom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Our Country

Mao Gongning
Abstract:Based on the spirit of the repor t delivered by Gene ral Secreta ry H u Jing tao on the occasion of 17th

r epresentativ e congre s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 rty , and my own practical expe rience in study and w ork ,

by using simple and explicit language , the pr esent ar ticle explains three basic question in a concrete and

comprehensive analy tical w ay:the soundness of the system , it' s tr emendous superio rity , several impo rtant

problem which should be studied and so lv ed concerning the sticking to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of

Reg ional Autonomy of Ethnic M ino rities in Our Country .

Key words:Sy stem of Regional Autonomy o f Ethnic M inorities;soundness;supe rio rity ;re sear ch;impo 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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