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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内蒙古东部地区行政区划几经变化，今天称为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原哲里木盟）、赤峰市
（原昭乌达盟）。
我们研究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是相对内蒙古西部地区而言，更接近“东四盟”的含义，与近代史上的“
东蒙”比较吻合，但在叙述当代内蒙古东部地区社会发展现状时，我们还是以今天的区划为基础。
在“东北工程”中设立“内蒙古东部社会历史与周边关系”的研究项目是有一定考虑的。
首先，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历史辉煌而又曲折。
辉煌是由于历史上从这里走出了几个创造了不朽历史伟业的民族，曲折是由于在近现代历史上这里战
火纷飞，生灵涂炭。
所以，研究东北历史不能不关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历史。
其次，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地缘位置十分重要，北与俄罗斯、蒙古国接壤，南隔吉林、黑龙江、辽宁与
日本和朝鲜相望。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交汇点的支撑作用突出。
其三，内蒙古东部地区资源丰富。
这里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且山高林密，地下矿藏丰富。
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俄罗斯和日本都曾在这里展开激烈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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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蒙史述与周边关系》中，俄罗斯部分侧重于边疆和边防，中俄贸易其实已在呼伦贝尔市口岸
贸易中就已经提到了。
蒙古国部分是本课题的核心，从其历史一直研究到现状，有关“东蒙自治运动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部分的一些研究成果是客观而又新颖的。
而与日本关系部分则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对当时相关史料的充分挖掘利用，记录当时日本侵
略者实施的具体政策和执行者，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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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内蒙古东部与东北地区相邻，东北地区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不可避免地与内蒙古东部发生联系，因此
，研究东北亚历史与中国东北历史离不开对内蒙古东部历史和社会的研究。
作为中国的边疆区域，我们在分析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政治形势时，必须把它放在边疆政治的范畴当中
，因为，边疆政治的特点在于：一是全局性或统率性。
就是说国家战略是对一个较长发展过程的、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问题和领域的筹划和指导，以达到预
期的目标，而不是对眼前某项具体工作、个别事件的部署或处置。
它所谋划的是国家在对外关系方面那些具有长期性和全局性的问题。
二是对抗性或竞争性。
战略这一概念产生于战争，即使战略的内涵和外延在今天不断扩大，战略的实质仍然是战胜对手的一
种谋略。
因此，战略是为了在对抗和竞争中谋得利益的筹划。
战胜敌人，需要我们从中国地缘安全的角度，把对抗和竞争的关键区域统摄在国家战略规划中。
而国际战略则是以参与国际竞争为出发点，并在国际竞争中使用国家力量以实现国家利益的谋略。
三是长期性或相对稳定性。
既然战略是关于某一问题或方面的全局性筹划，它就必然要求不因一时一事的变化而影响全局，因此
，一项战略一旦制定，就要有相对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任何国家的国际战略都是从长远着手而不会朝令夕改。
例如二战后美国对苏联的战略是遏制战略，这一战略一直执行到苏联解体。
四是前瞻性或称为未来学特征。
战略的长期性或相对稳定性是指战略一旦制定则较长时期保持不变，而前瞻性或未来学特征则要求制
定战略时要有预见，有长远眼光，对较长一个时期的战略环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战略家不仅要科学地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更要着力研究现实的局势和未来的发展，对未来的发展动
向和格局做出科学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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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份让人感到十分劳累的工作。
把小I司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水平的人组织在一起并把他们的成果“编织”在一起是非常费事的，因为，
“编织”中遇到的文字水平和撰述风格差异很大的书稿，就如同把“毛线和铁丝”织在一起，而且稿
件送来的时间前后相距较长，所以，在“东北工程”基本结项后，我们才算整体组装完成。
而且当时只有不到三万元的经费，早已分发殆尽。
幸运的是，2006年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批准立项资助出版，在得到“东北工程”办公室同意后，
书稿送到出版社，然而，不幸的是，不久得到通知“211”工程经费已经用完，立项也没用。
万幸的是，2006年底，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当代民族问题研究创新基地的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研
究中心同意资助出版，书稿终于留在了出版社。
所以，我要首先感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院长杨圣敏教授、白振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
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马大正研究员、李国强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莫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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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蒙史述与周边关系》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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