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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
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
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
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
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
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
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
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深入进行民族
调查的愿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
　　如何在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就不能囿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而必
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方式。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
一方面，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分化的趋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
的整合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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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
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
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
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
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
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
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
基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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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察哈尔蒙古人　　察哈尔蒙古部形成于13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是成吉思汗第
四子（幼子）拖雷的属民。
“察哈尔”一词于15～16世纪出现于汉文及蒙文史籍中。
明代汉籍中写作“插汉”“插汉儿”“察罕儿”等，清代汉文史书中写作“察哈尔”，蒙文史书中均
写作“chahar”。
对于“察哈尔”一词，目前有好几种解释：一为古突厥语，是“大汗之宫殿卫士”，即大汗护卫军的
意思；一为蒙古语“沿边”之意，其证据是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蒙古大汗达赉逊库登汗率部迁
牧于辽东边墙外，故称其所部为“察哈尔”；一为波斯语数词“四”之意，因察哈尔部是在成吉思汗
第四子拖雷的属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蒙哥汗以后一直到林丹汗，蒙古大汗均出自拖雷嫡系，人们出于对拖雷名字的避讳，称其属民为“
察哈尔”，即“四太子之部”之意。
根据蒙古族传统习俗和该部原来的确归拖雷所属等历史事实以及相关史料，后一种解释较为可信。
　　元朝以后之历代蒙古大汗均居于该部，察哈尔部一直为蒙古各部的宗主部。
16世纪初，达延汗（大元可汗）统一蒙古各部，分封诸子，建立六个万户，察哈尔为左翼三万户之一
，游牧于今锡林郭勒盟一带，由达延汗长子图鲁博罗特一系所领，大汗驻帐于该万户牧地，统领左翼
三万户。
达延汗死后，其子图鲁博罗特早丧，嫡孙博迪阿喇克汗年幼，政权衰微。
到16世纪中期，察哈尔部博迪阿喇克汗长子达赉逊库登汗不堪右翼各部之侵扰，率部离开故地到老哈
河以西、广宁（今辽宁北镇）以北的辽河流域。
当时直接归他统辖的只有察哈尔万户，人们称其为察哈尔汗，其他各部名义上仍以他为宗主，实际上
已经各自为政。
到17世纪初期，察哈尔部领有浩齐特、苏尼特、乌珠穆沁、敖汉、奈曼、克什克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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