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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是新疆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
治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成果。
　　说到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又是一个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和研究难
度的课题。
中亚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不仅是连接欧亚大陆和中东的要冲，还是大国势力东进西出、南
下北上的必经之地，西方学者称之为“历史上的地理枢纽”。
中亚五国的成立，使国际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中亚诸国位于反恐的战略前沿且兼具能源为
主的资源禀赋，这些因素都极大地提升了中亚地区的地缘价值。
在文化的意义上，中亚地区同时体现出东方文明、南亚文明、欧洲一地中海文明的交汇和冲突，因此
，这里被视为“东方”与“西方”文化互动博弈的连接点和接合部。
深刻认识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安
全和稳定，构建于我有利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和谐的周边国家关系，可谓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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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时期的新疆远离国家的政治控制中心，在复杂的地方势力控制下，其社会状况呈现出与内地的多
方不同。
民国时期的38年问，新疆社会处于无休止的动荡中。
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封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以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所构成的游牧社会作为新疆社会的构成部分，具有整个社
会的共性，既有民国初期突变因素，又有民国中后期渐变因素。
民国时期随帝制灭亡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变动因素也使新疆游牧社会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
方面发生了变动。
    作者在占有翔实的文献史料、资料的基础上，对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游牧社会进行研究。
本课题采用多学科的方法。
首先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社会”为落脚点，以社会变动过程为主线，注重对引起社会变迁方
面领域及因素的研究，从游牧社会的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等三大方面进行探讨。
同时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利用历史文献，挖掘地方史料，对历史现象的本质进行分析。
此外，本课题还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即通过对不同时空中复杂历史现象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异同。
    本课题以游牧社会为主题，重在研究清末民国时期游牧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部变动
情况，尤其是对今天仍有影响的文化教育的现代发育程度。
特定历史时期(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游牧社会的社会结构变动、社会关系状况是本课题的研究主题。
具体来讲，游牧民族社会经济状况、社会组织与制度、婚姻家庭与社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教
育、民族关系等方面内容构成本课题的主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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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本课题研究最基本的史料：清代、民国时期的文献、史料　　以记载皇帝谕旨的《清实录
》和载有奏折及针对它的谕旨的《方略》是本课题第一章（即引入部分）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
其中，除了“统治”、“军事行动”的记载外，还包括和哈萨克、布鲁特等藩属关系的资料。
　　方志的运用。
方志因官修，由地方政府组织一方名士、耆旧进行纂编，内容广泛，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反映的内容涉及行政区划的建置、沿革、物产、土地、艺文、教育、民俗等各个方面，它较直接原始
地反映一个地区自然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状况，更多地带有原始资料性。
清末民初新疆编纂的乡土志现存有39种。
　　研究新疆近代历史，《新疆图志》是必要的史料参考书。
《新疆图志》是新疆志中材料最充实的一种，是继乾隆时代的新疆通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之
后编纂的又一部收罗资料较广的新疆通志。
由新疆巡抚袁大化和新疆前布政使王树楠主持纂修，从宣统元年（1909）至宣统三年前后3年成书付印
，民国12年（1923）活字排印。
《新疆图志》内容广泛，纵横交错，凡160卷，是新疆建省后第一部完备之志书。
类目29种，涉及方方面面。
由建置、国界、天章、藩部、职官、实业、赋税、食货、祀典、学校、民政、礼俗、军制、物候、交
涉、山脉、土壤、水道、沟渠、道路、’古迹、金石、艺文、奏议、名宦、武功、忠节、人物、兵事
等29个分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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