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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笔者将民族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相关理论和方法相结合，对清代内蒙古地区寺院经济结构进
行了综合研究。
首先，利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大量占有史料，并通过史料学视角，对搜集整理的相关资料进行史料
辨析，存真去伪，保证应用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其次，通过历史学、经济学、宗教学相关研究方法，就清代内蒙古地区寺院经济产生的历史原因、表
现、“寺院经济”形态这一独特的内部经济结构及其经营方式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多方位分类、归纳和
总结，进而阐明清代内蒙古地区世俗社会与藏传佛教寺院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在
联系。
另外，采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到现存比较完整的内蒙古一些寺庙，如五当召、大召、席力图召等
进行调查取证，经过访谈年迈之老喇嘛，搜集必要的口传资料，以弥补相关资料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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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日查，蒙古族，1962年8月14日出生于原哲里木盟库伦旗。
教授、历史学博士、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宗教研究所所长，内蒙古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民族学研究基地研究
员，兼任内蒙古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

    1985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88年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历
史学硕士学位，师从那木云教授；2003年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蒙古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获历史科学博士学位，师从蒙古国科学院院士哲·宝力道巴图尔教授。
从事北元时期蒙古部族变迁史和清代蒙古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史研究工作。
著有《科尔沁蒙古史略》(第一作者)，译著有《蒙古兵学》(汉译蒙)，已发表《清代蒙古寺院经济研
究》《清代喀喇沁中旗寺庙与寺院经济》《清代喀喇沁三旗土地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蒙旗衙门档案
与内蒙古地方史研究》《论清代蒙旗财政》等五十余篇论文。
主持及合作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发展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
项目《清代内蒙古地区寺院经济研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项目《清史、典志、民族志、蒙古
篇》等多项科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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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蒙古学文库》序《中国蒙古学文库》总论前言第一章 清代蒙古寺院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政教
因素  第一节 16世纪末17世纪初藏传佛教在蒙古各部的广泛传播  第二节 清政府对藏传佛教采取的利用
、扶植和鼓励政策  第三节 蒙古王公贵族和广大蒙民笃信藏传佛教  第四节 清代内蒙古地区活佛系统的
形成与喇嘛旗的建立    一、内蒙古地区活佛系统的形成    二、实行“政教合一”的喇嘛旗的建立  第五
节 大小寺庙的遍布与喇嘛人口的膨胀第二章 清代内蒙古寺院土地及其生产经营方式  第一节 寺院牧场
及其生产经营方式    一、寺院牧场的来源与分布    二、牧场的生产经营方式  第二节 寺院耕地及其生产
经营方式    一、耕地的来源与分布    二、耕地的生产经营方式  第三节 寺院地铺及其经营方式    一、寺
院地铺的来源与分布    二、寺院地铺的经营方式第三章 清代内蒙古寺院劳动者——沙毕纳尔的生产生
活状况  第一节 沙毕纳尔的来源与构成    一、沙毕纳尔之来源    二、沙毕纳尔人口及其构成  第二节 沙
毕纳尔的生产劳动和赋役    一、沙毕纳尔的生产劳动    二、沙毕纳尔的赋役  第三节 沙毕纳尔的人身权
利与管理制度    一、沙毕纳尔的人身权利    二、沙毕纳尔的管理制度第四章 清代内蒙古寺院各种收支
及其管理模式  第一节 寺院各种经费和佛事收入    一、各级政府拨给寺院和上层喇嘛的经费    二、佛事
收入  第二节 生产经济收入    一、沙毕纳尔的生产劳动收入和寺院财产的增值收入    二、高利贷与商业
贸易收入  ⋯⋯第五章 寺院经济的社会效应与晚清以来的衰退结束语参考文献《中国蒙古学文库》已
经出版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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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清代蒙古寺院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政教因素　　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都把占有财富视为
万恶之源，提倡信徒不为物质和欲望拖累，但是当它们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现实时，又不得不依靠
雄厚的经济基础。
也就是说，任何宗教都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宗教在某一地区的传播、发展均与其自身的经济
基础联系在一起，并且不能脱离社会的经济生活而独立存在。
正因为如此，寺院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成为必然。
在清代蒙古，藏传佛教寺院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实体，这是因为寺院经济就是以寺庙为主体，围
绕寺庙而形成的物质财富运行机制。
它的生产者是寺庙和呼图克图、活佛所属沙毕纳尔和广大蒙古民众，而其消费者则是寺庙和以呼图克
图、活佛为中心的喇嘛阶层。
寺院经济是有清一代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畸形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它，整个宗教活动就难以运转。
而就寺院经济的内部结构而言，寺院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寺院经济的运行
。
有的学者认为，寺院经济的基础是通过宗教对经济集资和积累来实现的。
寺院经济的集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政权机构和社会集团的资助和捐赠，教徒的布施和奉献，
宗教的课税和募捐，宗教服务集资和宗教投资经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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