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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

前言

　　蒙古族是人类中一个伟大分支，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其所建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是东西方
融合、文明进步的契合。我数次去过内蒙古的一些地方，蒙古族同胞的豪放、热情至今难忘，他们悠
扬的歌声使我这个不懂音乐的人也为之倾倒。　　在北方辽阔的土地上，蒙古族同胞以他们特有的生
产方式一一游牧，延续其生存，创造了特有的文明。与其他民族一样，蒙古族的形成也经历了氏族、
氏族联合体、部落、部落联盟等阶段。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生活于这广阔草原的蒙古族祖先，逐水
草牧牛羊，成就了一段壮丽史诗。　　蒙古族作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的重要一员，其经济是中国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蒙古族经济史的研究，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必要环节，也是民族经济学
深化的要求。　　乌日陶克套胡作为蒙古族学者，深爱自己的民族，志于对蒙古族经济的研究。读博
士期间，他以顽强的毅力攻读哲学、经济学理论，刻苦学习汉语、汉字、汉文章。三年下来，他获得
了“立体”式丰收，从理论到知识；从研究方法到研究能力，从语言表述到写作都有了总体性提升。
他的学位论文选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为题，这是对他学业总合性的运作和验证，几易其纲，数更
其稿，得以初成。该文又纳入我主持的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项
目，补充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在这个环节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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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

内容概要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生活于这广阔草原的蒙古族祖先，逐水草牧牛羊，成就了一段壮丽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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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

作者简介

　　乌日陶克套胡，男，蒙古族，1 965年生，2005年晋升为教授，2006年获博士学位，现任内蒙古师
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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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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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

章节摘录

　　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使自然界成为人的自然环境，进而人类社会也离开了动物界进入了劳动创造
历史的“自然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主体的人和客体自然界的关系方面做了精辟
的阐述。他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
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
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
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
使这种活动受他自己控制。”④　　这一段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这里所说的主体是以劳动
为本质核心的人。在人类还没有从动物当中分离出来之前，人和自然界是融为一体的，当然也不存在
什么主体和客体的区别。主体的劳动创造了人自身，创造了历史。有了劳动之后才有人类历史。　　
第二，这里所说的客体，是已经作为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的客体，而不是像自然辩证法所说的在人类
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与人类无关的纯粹自然界。没有主体人的存在，也就无所谓自然界的存在，更没
有对自然物的研究、改造、利用等。我们所能认识到的自然，也仅仅是人类的存在所能涉及并成为人
类发展需要的那一部分。“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
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
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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