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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史，中国自古有之，谓方志，语出《周礼·

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秦汉一统，疆域扩大，国

势甚盛，及司马迁、班固出，史学之盛也前所未有。从

此以后，历代官私史著繁多，包括方志。而方志中也

不乏传世佳作。清代史学评论家、方志学家章学诚认

为，方志并非地理专书，而应是内容宏富的地方史；还

主张国史当择善、取裁、凭据于方志。中华民族之所

以具有巨大的凝聚力，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深厚的根

基，理应与重视国史方志这一优良传统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继承了这一

优良传统，并把地区性研究摆在优先的位置上。五六

十年代，截至“文革’’，全国已有530多个县成立了地

方志编纂机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省、市、

县相继建立了这种机构，确然形成了“盛世修志"的

局面。从1983年秋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写

并陆续出版《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从而把地区性



●’

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80年代末，《当代中国》丛

书地方卷即将出齐，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提出一个

问题：如何把地方史研究更向纵深推进?经过反复讨

论、协商，大家达成共识：在对各地当代历史进行综

合性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当代地方简史。这个意见得

到了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共中央宣传部

的支持，使之得以作为研究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的一个组成部分来部署。

编写当代地方简史，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

下，以科学的态度分别编写建国以来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部简明的信史。要精心选

材i巧妙编排，深刻说理，以真实、确凿、生动、具

体的历史事实，提供一种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的社会

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材。简言之，要真实地再现各地

当代史，使之真正起到资政、育人、存史的作用。

一部引人入胜的史书，当然要写好重大事件，写

好人物，如实地再现历史过程，展示社会面貌，脉络

清晰，文彩斐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要有特色，做到

“四个不一样”——与地方志不一样，与《当代中国》

丛书地方卷不一样，与地方党史不一样，各个地方不

一样。从方法论上说，“四个不一样"所涉及的是共性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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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性的关系，它要求同中见异。地方简史与地方志、．

． 《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地方党史都是以反映或再现

， ．各地的当代史为要旨的，而各地都是在中共中央和中

i 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

． 的，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全局性的方针、政策都是统一
’

制定和推行的。这些就是共性。如果地方简史仅仅停 ．

留在这一共性上，而无个性特色，它就失去了问世的 ．

理由。只有从上述四个方面加以比较，找出差别，地

方筒史的个性特色才会凸现出来。当然，强调个性、特

．。 殊性并非对共性有所轻视，因为“共性，即包含于一‘。

it 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毛泽东：《矛盾论》)。

{ 注意研究各地历史发展的个性，不仅可以科学地把握 ·

住本地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可以更好地把握住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共性。

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普遍而同时开展地‘

方简史的研究并以时经事纬的体例来编纂，这是头一

次。我们陆续编辑出版的30部史书只是这次行动的

? 第一批成果。毫无疑问，地区性研究须不断拓宽和加 ．

i’ 深；4开展专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地方简史进行增
’

-‘ 益与修订，将会是把地区性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的一条 ‘：

’

有效途径。

这套丛书讲述的虽然是昨天的事，但是，“历史不
．

一。 ．’ 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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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全国各地各族人民，

定能从其对昨天的回顾中，从以往的经验教训中，从

凝结在这套丛书的真理性认识中吸取力量和智+慧，拼

搏进取，奋勇向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五年八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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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前，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由战略防御转

向战略进攻的历史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内蒙

古自治政府于1947年5月1日宣告成立，从而使内蒙古成为

我国最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省级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

． 建立，开辟了内蒙古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内蒙古自治区50年

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

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为我国

通过民族区域自治道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提供了经验，树立

了榜样。至今，我国已建立了5个省级自治区，30个自治州，

121个自治县(旗)。我国55个少数民族已有40个实行了区

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60％以上。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实际相

结合，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区域自治相

结合的创举，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成功地解决国内民族问题

的范例。7 ．

、。 。．． ：‘

一、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摇篮
‘

?
。

‘

内蒙古地区历史文化悠久，瑰丽多彩，是中华民族文明

发源地之一；勤劳智慧的先民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创造了“大
。

． ·1· ．



窑文化”和“河套文化”，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创造了“红山文

化”、“夏家店文化”和“扎赉诺尔文化”。全区从旧石器以来

．的文化遗存所在皆是。从遥远的古代起，鬼方、呈方、猃狁、

匈奴、鲜卑、突厥、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

族，为开发内蒙古地区，参与创造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内蒙古古代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战国时

期，赵、燕、秦三国的势力进入内蒙古高原，开始在所辖地

区建立郡县。公元前300年，赵国建立了内蒙古高原最早的

城市云中郡和九原郡。中原华夏民族陆续迁入内蒙古地区各

郡县，他们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对当地的经济文化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华夏族和匈奴、东胡等族经常进行畜产

品和农副产品的交换，中原的铁器、布帛、手工艺品和日常

用品输入匈奴和东胡地区，促进了生产，改善了北方各族人

民的生活。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对中原华夏族也产生了很大

影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学习游牧民族的长处，使国家

得以强盛。秦始皇扫灭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

封建国家。以后，内蒙古的黄河流域、鄂尔多斯高原、察哈

尔丘陵、昭乌达丘陵、西辽河平原等地，大片南部地域归入

秦朝版图，分属于九原、云中、上郡、雁门、代、上谷、辽

西等郡，使古代内蒙古一些地方第一次统一于中央王朝之下。

为防止匈奴势力卷土重来，秦朝在战国秦、燕、赵长城的基

础上修筑了秦长城，秦长城大体上成为秦朝与北方各族的疆

域分界线。为了加强对河套地区的统治，秦朝从关中地区的

云阳县向九原郡修筑“直道”，全长1800公里，成为连接关

中平原与河套地区的交通要道，也是当时由秦朝统治中心关

中地区到边塞九原郡一带最为捷近的道路。直道的修筑，加



，●

，

强了秦朝中央同边疆地区的联系，促进了内蒙古地区的开发。

：。 秦朝对内蒙古南段地区的统治确立以后，迁徙大批内地农业

‘人El充实新设立的郡县，促进了内蒙古地区农业人口的增加 ，‘

一 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 ^- ‘， ．

、

公元前二世纪，西汉在内蒙古高原建立了郡县。内蒙古

。 的南段地区划入十几个郡的辖下，其中有5个郡的治所设在 ．

内蒙古地区。在内蒙古的西汉郡县中，杂居着多民族居民，经·

． 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封建制生产关系居于主导地位。西汉继

． 续迁徙大量中原地区的农业人口到内蒙古东、西部地区开垦

土地种植粮食。西汉对内蒙古东、西部地区土地的进一步开 ．

。 发，使这里的农业生产较秦代更为进步，特别是内蒙古境内

的黄河沿岸，由河水冲积而成的黄土平原，土地肥沃，灌溉

便利，形成了汉代重要的农业基地。公元4—5世纪的“五胡

十六国”时期，内蒙古高原的南半段经历了15个小国的割据
· 统治。原居内蒙古高原，后来进入内地的南匈奴人在这一时

。 期建立了前赵和北凉。从大兴安岭山地南段兴起的慕容鲜卑

人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等割据政权i公元5—

6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内蒙古高原的大部都处在北魏统治或 ：

控制之下．著名的北魏6镇，有5个在内蒙古高原。南北朝 ．

；． 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割据国主要有后燕、后秦、后凉、西凉、北

凉、夏和北燕。这些割据国最后逐步被北魏王朝消灭，北方

，’ 地区实现了统一。从内蒙古高原沃野镇发起的著名的六镇起

笆 一义，使北魏王朝分崩离析，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不久又被北

， 齐和北周所取代。北齐统治集团的核心是怀朔镇豪强，北周一 ．

．． 则是武川镇豪强，这两个割据政权的最高统治者都出自内蒙 ，

t
?

古地区。 ：。

1

·

．

i
，．

t’’

l 公元7世纪中叶，大漠南北各族相继统一于唐朝。唐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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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边要地设置都护府，以管辖在边疆地区以及北方各族驻

牧地设置的都督府和羁縻府州。其中与内蒙古地区有关的主

要有安东、东夷、燕然、瀚海、单于和安北等都护府。至公

元10世纪，内蒙古高原除今伊盟和巴盟以西地区之外的绝大

部分地区受契丹辽王朝统治。内蒙古大兴安岭南段山地丘陵

区，是契丹人的故乡。辽的政治中心上京和中京，都在内蒙

古地区。辽代在今天的呼和浩特东郊建立了著名的丰州城。辽

王朝在中国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在辽之前，向南扩展的北

方民族总是放弃自己的故土，迁入中原。从辽代起，北方民

族开始把自己的故土同中原统一起来。辽与北宋对峙，统治

中国北方长达210年。辽亡后，内蒙古大部地区转入金朝统

治之下。金朝拓地东至日本海，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和外兴安

岭，西北控制漠北各部，拥有今内蒙古大部地区，西与西夏

为邻，南以淮河、秦岭与南宋外界。金朝改辽中京为北京大

定府，仍是金朝政治中心之一。元朝统一中国后，内蒙古高

原分别划归中书省、辽阳行省、陕西行省、甘肃行省和岭北

行省。元朝的夏都——上都在内蒙古察哈尔丘陵，这一带是

元朝的中心地区。元朝疆域东南到海，西到今新疆，西南包

括西藏、云南，北面包括西伯利亚大部，东北到鄂霍次克海。

在元朝，内蒙古地区起着重要作用。明朝经过30年时断时续

的战争，占领和控制了东起呼伦贝尔，西至亦集乃的内蒙古

大部分地区。清朝统一全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对蒙古地

区实行“分而治之”政策，按照满族的八旗制度，调整了原

来的区划和管理体制，实行盟、旗建制。清朝将漠南划为24

部，分为6盟49旗，将漠北划为4盟86旗。另有阿拉善、额

济纳两个特别旗。旗是中央政权领导下的基本行政单位。根

据清政府的规定，旗设札萨克，即旗长。盟由若干旗组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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