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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一部较详尽介

绍呼伦贝尔盟少数民族的志书——《呼伦贝尔盟民族志》出

版发行了。这是呼盟十几年来编史修志工作取得的又一项

重要成果，也是呼盟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开

展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中获得的一项引入瞩目的成绩。

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共呼盟委、盟行署，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向本书出版发行表示热烈的祝贺。

呼伦贝尔盟以其辽阔的地域、富饶的资源享誉国内外，

亦以其悠久的历史、众多而又古朴的民族而令世人瞩目。远

在两三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在海拉尔河流

域一带活动。一万多年以前，。扎赉诺尔人"繁衍生患在呼伦

湖的周围。从公元前200年左右(即西汉时期)直至清朝，在

大约2000年的历史演进中，这里曾孕育了中国北方的诸多

少数民族，被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誉为“游牧民族的历

史摇篮一。．

清朝初期，蒙古族和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成

为这里世居的几个主要少数民族。此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

族陆续迁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人民携手并肩，

不畏严冬酷暑，世世代代游牧狩猎，开荒种地，巡察边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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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北部边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直至本世纪40年代末，

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和殖民统治期间，呼盟地区的经济和各

项社会事业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顿、倒退的状态，各族

人民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几乎没有社会事业可

言。非但如此，他们还承担各种各样的沉重负担，受到各种

欺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民族人民获得新生。在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多少年来梦寐

以求的民族平等和当家做主的愿望实现了。而几十年的经

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又使少数民族在各方面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尤其是蒙古族、达斡

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民族干部，使他们成为建设和领

导各项事业的骨干，并吸收他们中的先进人物参加国家各

级政治生活，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当家做主的权

力。在经济建设上，兴建一批现代民族工业项目；在农村牧

区大力发展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同时，开展多种经营。国家还

投放巨额资金，下大力气发展民族地区卫生、教育、文化和

体育事业。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提高了少数民族的地位，

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可以自豪地说，他们以平等

的一员跻身于中华民族之林，并踏上现代社会发展的通衢

大道。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民族工作中也犯了一些错

误，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但正是由于我们及时总结了

经验，改正了错误，促进了民族工作的健康开展。我们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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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曾经开创了呼盟民族工作的黄金时期——一时成为

兄弟民族地区瞩目的地方。在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及时调整

和完善了民族工作的若干政策，促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和社

会的进步。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将发展经济作为民族工作的

中心，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向前发展，提高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呼盟的民族

关系、民族团结始终是好的，各族人民“谁也离不开谁”的思

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

喜看今日呼伦贝尔，到处呈现出一派政治稳定、经济发展、

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美好景象。

盛世修志。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已载入《呼伦贝尔盟民

族志》中。在这部志书中，既有几个世居少数民族的详尽记

述，也有汉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较为完整的介绍；既有落

实党的民族政策，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而取得的光辉成就，亦

未回避在若干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既有通观全局的横向论

述，也有纵览古今的历史发展脉络；既有令读者感兴趣的古

今人物，也有若干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我相信，随着时间

的推移，本书的“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我

也希望我们做民族工作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来读一

读这本书，借以在工作中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把民族

工作推向更高的阶段。

这里值得称道的是我们的修志人员。这是个多民族构

成的修志群体，近十年来，他们在有关领导和单位的支持、

协助下，以坚韧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团结协作，谱写

了一曲民族团结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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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盟在内蒙古自治区乃至我国的民族工作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全国56个民族中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

三个民族自治旗都在呼盟；全区19个民族乡有14个在呼

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呼盟试验区建

设以来，昔日。幽静的历史后院”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呼

盟又成为展示我国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窗口。因此，做好呼

盟的民族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我相信，随着本书的出版发行，将会激发全盟各族人民

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豪情与干劲，呼伦贝尔必将以她的繁

荣兴盛跨入二十一世纪。

中共呼伦贝尔盟委书记胡其图

1998年5月



凡 饲

凡 例

一、《呼伦贝尔盟民族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用新观

点、新材料、新方法反映呼盟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和民族

工作。
’

二、本志是呼盟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有关民

族方面的志书。在着重反映世居民族的同时，也介绍了其他

民族，并力求写出各民族的特点，注意写出时代特点和地区

特点，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以呼盟现行区域为记述范围；其时间断限，上

限尽可能上溯，下限一般断至1990年，但个别章节内容有

所突破；记述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和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少数民族在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的变

化。 ．

四、本志遵循志书一般编纂体侧，即运用述、记、志、传、

录几种体裁，采用平列各章的结构形式安排全书的框架，即

首先为概述；继为第一章至第六章介绍世居少数民族和其

他少数民族及汉族，第七章民族区域自治，第八章民族政策

与民族工作，计8章68节；然后是人物传、大事记、附录。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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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总字数约68万字。同时，辅之以图、表和照片。

五、本志人物的记述，遵循“生不立传一的通例和以卒年

为序、以本籍为主兼收客籍的原则，共收录99人。其中重点

突出了有清以来少数民族中有影响、有贡献、担任过一定领

导职务和有代表性的人物，并适当选录了汉族人物。

六、本志时间的记述，采用通例，即在行文中运用传统

纪年与公元纪年两种方法，民国以前以朝代年号加注公元

纪年，民国以后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数字的运用和书写遵循国家语委等部门1987

年规定的原则，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的书写格式和不用分

解号，同时注意与汉字的得体和统一，亦注意专业特点。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家各级档案部门和图书馆

及有关单位，并参考了若干书籍和有关资料(列于书后)；所

涉及到的数字(全口径)主要由盟和各旗市统计部门提供，

部分出自有关单位。

九、为简洁文字，有关区、盟和旗市名称的书写，在第一

次运用全称后，以后用简称，即内蒙古自治区简称内蒙古或

自治区，呼伦贝尔盟为呼盟，鄂伦春自治旗为鄂伦春旗，鄂

温克族自治旗为鄂温克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为莫

力达瓦旗，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为新左、新右旗，

陈巴尔虎旗为陈旗，额尔古纳左旗和额尔古纳右旗为额左、

额右旗，其他则不变。 ．

十、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力求做到文风严谨、

朴实和文字的简洁、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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