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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及其问》

内容概要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及其问题研究》充分吸收了学术界的
研究成果，以社会变迁为切入点，对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本历史进
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与分析。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突发的、急剧的、演进的或缓慢的
变化，是社会的动态表现的一面。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面对西方
先进文明的强大压力和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其变迁十分剧烈。在东部和中部汉族地区现代
化潮流的推动下，西北民族地区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因此，本书选取了人口变迁、
传统社会中的现代性因素、绿洲农业变迁、教育变迁、社会分层与流动、灾荒与社会问题、西北军阀
与西北民族社会等专题进行论述，总体上都突出了社会显著变动的方面及其主要问题。另外，本书采
用新的视角，对民国时期西北地区错综复杂的各类人物的叙述和分析比较深入，实事求是，持论恰当
，走出了民国人物研究的既有思维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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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北商业人口中，本地人口虽然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但在资本规模上，外地商人的资本却明显
多于本地商人。以西宁为例：民国初年西宁最大的四家商号泰源涌、世诚和、德合生、德兴旺都是山
西、陕西籍商人经营的，到抗战时虽有马步芳官僚商业资本的打击，但西宁较大的四五十家商号仍属
山、陕商人经营。当然，西北本地商业机构中也有规模较大、资本较雄厚的，只不过数量相对较少。
例如西道堂的商队就最具代表性，“堂里的资金约在200万元以上，有驮牛千余头⋯⋯在商业上的活动
，向北在太子寺、河州、贵德、保安、兰州、宁夏、张家口；向西在拉力关、郎木寺、阿哇；向南在
松潘、成都、甘孜、打箭炉，甚至北京、天津等地都有他们的分号或代办所”。另外，马步芳的德兴
海、马鸿逵的德富宁公司也是当时西北规模较大的商业机构。民国时期，西北本地大规模的商业机构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发展商业。特别是青马和宁马更是依靠政权的力量垄断经
营，这种垄断经营的方式不仅阻碍了本省商业的正常发展，而且对农牧业生产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
　　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中商业人口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高，是有其内在原因的。一
方面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少数民族历来重商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则是由于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生存
条件恶劣，加上种种压迫剥削，从而造成其传统的农牧业经济普遍衰败，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之下，大
量的潜在失业人口被迫离开土地、牧场而从事商业。所谓“回民住在甘肃省者，大多在穷山干沟，四
野不毛，耕地不够分配，生活至苦。所以在生活逼迫之下，促成回教人经商出外⋯⋯所以无回不商，
无商不苦，人席不暖”，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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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只能说官方史学观与民族观的色彩挺浓的，一是武断的将“回民“设定为建政后的”回族“而不
顾该群体属性的争议性（是否作为一个独立民族）二是对“西北马阀”治理西北的评价，论点太过官
方（立场只能站在批判上），给出的论据要么南辕北辙要么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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