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民生活方式考察与思考

乌兰察夫

生活方式是指人们的一切生活活动形式的总和
。

它不 仅 限 于 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活

动
,

而且包括人们参加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部生活活动
,

研究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特点
,

对于推

动经济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近几年来
,

我国社会学界对生活方式的研

究逐步展开
,

但是研究的范围和重点主要在城市和农村
,

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牧区牧民的生

活方式的研究还是个空 白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改革
,

不仅

牧民的经济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
,

而且牧民的生活方式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

引起了人们

的关注与思索
。

这里
,

我们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来考察内蒙古牧民的生活方式
,

概

览其变化
。

近几年
,

随着牧区经济的改革
,

牧区经济开始从自然经济逐步 向商品经济过渡 , 从单一

的畜牧业经济 向
“ 以牧为主

,

多种经营 ”
的经济过渡

。

解放前
,

牧民形成了轻商贱商的传统观念
,

牧区经济体制改革后
,

商品经济开始发展
,

牧 民正在树立商品生产观念
。

在畜牧业经营上
,

牧民开始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来调整牲畜品种

结构
,

控制滞销品种
,

发展改 良牛
,

改 良羊
。

过去牧民养牲畜一般是为了自家食用
,

杀好的
,

卖

次的
,

不追求商品价值 , 现在卖好的
,

食用次的
。

为了加快周转
,

提高牲畜商品率
,

牧民们

开始 了羔羊育肥的试验
,

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

牧民在确立商品生产的过程中
,

开始改变牧民不经商的传统习俗
。

过去被人们视作
“ 只

会放牧
,

不会算帐
”
的牧民

,

现在出现 了一大批思想新颖
、

会核算
、

善经营的生意人
。

有的

经营饭馆
,

有的经营机车修理铺
,

有的合伙办旅游点
。

现在内蒙古镶黄旗境内 已 有 20 0多户

牧民开店铺做买卖
。

随着牧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

打破了过去
“
牧区不赶集

,

牧民不经商
”
的

老习惯
。

镶黄旗每年 7 月开始定 日集市贸易
。

每月 15 和 30 日
,

牧民们带着奶食品
,

畜产 品上

市经营
,

赶集的牧民在万人 以上
,

有的集 日成交额达 18 0 0 0元
,

从而沟通 了旗内外城乡 市 场

的物资交流
,

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

牧民还冲破了只经营单一的畜牧业经济的传统
,

向多种经营发展
。

如 巴林尤旗牧民利用

闲置水面办起渔场
,

一些牧民也纷纷仿效办起渔场
,

结束了牧民不养鱼
,

不吃鱼的历史
。

过

去牧民修建房屋的砖
、

瓦
、

白灰都要从几百里以外的农区运来
,

路途远
、

损耗大
、

成本高
,

现在有些牧区的牧民己联户办砖厂
、

白灰厂
,

成立了自己的建筑队
。

镶黄旗牧民 联 户 集 资

开采金矿
,

近几年来累计产金 1 8。。0两
,

创产值数十万元
。

现在这个旗的牧民从事 采 矿
、

运

输
、

制砖
、

加工修理等的各类专业户
、

重点户有数万户
。



牧区经济的变革
,

导致牧民生活方式的变革
,

首先是牧民的物质生活方式在变化
。

牧入水平 缝影响物质生活方式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

以镶黄旗为例
: 1 97 8年的经济总收

入是 1 97 万元
,

人均 1 23 元
, 1 9 8 5年经济总收入 7 96 万元

,

人均收入达到 5 30 元
, 7 年翻了 3 番

。

收

入水平的提高
,

引起物质生活的变化
。

首先是居住的变化
。

长期以来牧民居住的主要方式 是 蒙 ;古 包
。

蒙古包便于游牧生活方

式
,

但是抗寒性差
,

卫生条件差
,

肺病
、

风湿病成 了牧民的常见病
。

解放后
,

50 年代党和政

府鼓励牧 民由游牧生活力
一

式 向定居
、

半定居过渡
,

多数的牧民实现了定居
,

但盖的多是简陋

的土房
。

近几年
,

牧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

大多数改善了居住条件
。

据不完全统
一

计
,

内蒙

古牧民有 6 万户盖 了新房
。

表 1 镶黄旗牧民的居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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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i 可 以看出
,

牧民的居住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

蒙古包的数量在显著下降
,

从 1 9 8 1年

的每百户平均拥有的 3 3
.

6座
,

减少到 1 9 8 5年的 24
.

55 座 ; 同期土房的数量有所上升
,

从每百户平

均拥有 2 1 4
.

75 间
,

提高到27 1
.

14 间 ; 砖角房的增加幅度较为显著
,

从 19 8 4年的每百户平均拥

有 15
.

58 间
,

提高到 1 9 8 5年的 2 3
.

1间 ; 同期砖房有所增加
,

从每百户平均拥有 5
.

18 间提 高 到

5
。

64 间
。

牧民新盖的住房
,

设计新颖
,

布局合理
,

厨房
、

卧室分开
,

宽敞明亮
,

舒适整洁
。

有些住房还摆有立柜
、

写字台
、

沙发等家俱
。

在用的方面
,

首先最为 明显的变化是 电进入牧民家庭
。

为解决牧民用电
,

内蒙古人民政

府开发风能 资源
,

如今在内蒙古大草原上运行的风力发 电 机达 1 3 0 0 0多台
,

使牧民结束了点

灯靠油的历史
,

并在生产上使用了电
。

在用的方面
,

还表现在
“
老三件

” (缝纫机
、

收音机
、

自行车 ) 已达到饱和状态
。

现在

电视机
、

录音机
、

摩托车等新三件正迅速进入牧民家庭
。

在衣着方面
,

青年牧民冬季穿起了流行的鸭绒防寒衣
,

夏秋季穿起 了西服
。

青年妇女也

开始时行各种流行的发型
。

中老年牧民的民族服装衣料也质地讲究
、

色彩丰富多样
。

在饮食结构方面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家家户户不仅有奶
、

肉
,

还有足够的大米
、

白

面等食品
,

同时不吃菜的习惯正在消失
。

在饮料方面
,

由于牧区气候严寒
,

酒与牧民结下 了

不解之缘
,

近几年
,

啤酒进入了牧民家庭
。

从四子 旺旗酒类专买公司 销 往 牧 区 的酒 量 来

看
, 1 9 8 4年销售 白酒 2 0 0吨

,

啤酒 4 0吨 ; 1 9 8 5年销售白酒 1 5 0吨
,

啤酒 2 0 0吨 , 1 9 5 6年上半年

销售 白酒 7脚 E
,

啤酒 己达 2 0训屯
。

可见
,

白酒的销售量在逐年下降
,

啤酒的销售量 在 逐年提

高
,

这说明牧民的饮料结构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
。

物质生活由追求吃饱穿暖到吃讲营养
、

穿讲漂亮就必然在精神生活方面引起新的追求
。

首先表现在对教 育的重视
。 “

文革
” 以来

,

牧民普遍存在着轻视文化的心理
。

近几年
,

牧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

要求牧民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

使牧民开始重视教育
。

过去
,

不少牧民

子女中途辍学
,

充当劳动力
; 现在

,

牧民宁愿自己吃苦也要供子女上学
,

希望子女成为有文

化
、

懂科学技术的新牧民
。

由于党和政府对牧区文化教育事业 的扶持
,

牧民群众对文化教 育

事业的重视
,

牧区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

如镶黄旗 1 9 8 3年达到无文 言旗 县 标 准
,



1 8 95年达到普及教育二类标准
, 1 9 8 5年全旗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 8

.

6%
,

毕业率达到 9 .1 4%
。

牧民精神生活的变化还表现在闲暇时间的利用方式上
。

前几年
,

牧民闲暇时间多用于走

门串户
、

喝酒娱乐
。

如今不少青年牧民利用闲暇时间提高 自己
。

有的参加了改 良牲畜品种
、

风力发电
、

草原管理培训班
;
有的参加民间乐器班等

。

总之
,

闲暇时间不像过去那样
一

单调
,

变的丰富多采了
。

牧民的娱乐生活过去以酒为乐
,

现在生活丰富多采
,

方式多种多样
。

特别是电视机的普

及
,

如一些牧民所说 ,’5 o年代
,

蒙古包里用上铁炉子
,

包里不再烟熏火燎
,

解放 了喉咙 , 60

年代有了收音机
,

夭下大事都可听到
,

解放了耳朵
; 如今有 了电视机

,

见不到的 东 西 能 见

到
,

解放了眼睛
。 ”

可见电视对于交通不畅
,

信息闭塞的牧区
,

其 地 位 之 特 殊 和 重 要
。

为了使牧民生活内容丰富
,

牧区不少的苏木
、

嘎查办起了文化站
,

组织青年牧民成立业余演

出队
,

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
还办起了图书室

,

提供了精神食粮
。

还有不少的牧民自费订阅报

刊
,

仅镶黄旗新宝力嘎苏木平均 2
.

6人就有一份报刊
,

有的牧民个人订 阅 的 报 刊 就 有十几

种
。

牧区的社会交往过去只限于地缘和亲缘关系
,

近几年来
,

牧区经济开放
、

搞活
,

使牧民

的生产和生活与外界的联系 日益广泛
、

紧密
。

他们
,

在生产上不但欢迎外地人到牧区传授技

术采购商品
,

而且还主动地到外地学习技术及贩运货物
。

在与发达地区的交往中
,

提高了牧

民的本领
。

在共同的生产和生活中
,

被
“ 文革

”
破坏的蒙汉民族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

。

不少

蒙汉人民互相帮助
,

共同抗灾保畜的佳话广为流传
。

商品经济的发展
,

使生活节奏缓慢的牧民开始讲速度
,

重效率 了
。

这一 特 点 在 勇于进

取
,

善于经营的牧民中的专业户和重点户中尤为突出
。

牧 民生活方式的变化
,

对造就出一代新型牧民有重要影响
。

由于过去牧民长期处于单一

的畜牧业经济
,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贫乏
,

因而安于现状
,

只求过得去
,

不图上进
、

进取
。

随着牧区的变革
,

正在形成新的生活方式
,

这将为造就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科学 技 术 水

平
,

有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的新型牧民提供合适的土壤
,

对今后牧区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

意义
。

近儿年来
,

牧民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形成
。

所 以
,

如何巩 固发展正在形成的新 的 生 活 方

式
,

及时地指导牧民建立合理的生活方式
,

仍是牧区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任务
。

首先
,

只有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
,

才能巩固和发展正在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
。

当前内蒙

古牧区的经济正如田纪云副总理所指 出的
,

主要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比 较低
,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

弱
,

生产很不稳定
,

商品经济不发达
,

还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的状态 , 草原退化
、

沙化严重
,

管理不荐
;
教育

、

文化科技
、

卫生等事业还相当落后
; 一部分牧民的温饱间题还没有解决

。

因此
,

对于牧民生活方式的变化
,

要从实际出发
,

不能盲目搞高消费
。

因此
,

大力发展生产

力仍是牧区的一项艰 巨和长期的任务
。

同时
,

引导牧民建立合理的生活方式
,

正确引导牧民

的消费
,

摆正生产发展与生活改善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

其次
,

坚持开放
,

促进牧区生活方式的变化
。

一个 民族
,

一个生产组织
,

要保持其旺盛

的活力
,

必须不断地同外界联系和开放
,

否则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
。

开放必然会加强联系
,



获得众多的信息
,

对于促进生活方式的变化
,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一了

但是牧区地广人稀交通

不便
,

商品经济还不发达
,

这都不利于开放
,

因此
,

更要积极地帮助牧区改变封闭状态
,

教

育广大千部和牧民实行开放
。

第三
,

在建立新的生活方式 中
,

既要吸收外界健康的生活方式
,

也不能全部搬用外界的

生活方式
, 既要发展本 民族积极

、

健康的生活方式
,

也要慎重地改变落后
、

愚味的旧风俗和

旧习惯
。

近几年来
,

牧区经济的改革
、

开放
,

牧区同外界的交流大大增加
,

这对于牧民生活

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因此
,

要引导牧民吸取外界合理健康 的生 活 方 式
,

摒弃那些不健

康
,

脱离客观实际的生活方式
,

使本民族生活方式健康发展
。

同时
,

要积极继承和发展本民

族敬老扶幼
,

讲究礼貌
,

忠诚老实的传统美德以及生活中勤俭朴素的优 良传统
,

克服社会风

俗中存在的愚味落后的东西
。

对于本民族愚味
、

落后的旧风俗和旧 习惯的改革
,

要在尊重本 民

族健康的民族风俗
、

习惯的前提下
,

善于将消极愚味落后的风俗习惯和健康积极的风俗习惯

区别开来
,

在 自愿的基础上
,

由牧民群众自己来进行
,

逐步地克服落后于时代的陋习恶俗
,

以

利于健康
、

文明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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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问题座谈会综述

由本刊召开的
“
农村社会间题座谈会

” 于 1 9 8 8年 3 月 2 日在京召开
,

从事研究

农村和农村社会学的近 40 名学者到会参加了座谈
。

与会者认为
,

目前我国农村正在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
,

由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

业转化
,

农村社会结构
、

农民素质和行为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

研究我国农村

社会结构的变动
,

把握农村社会间题
,

这对于认识我国国情
,

深化对初级阶段理论
的认识和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学具有重要意义

。

目前
,

我国农村中急需研究的社会问题有农村社会组织管理问题
、

农村社会阶层

分化问题
、

农村家庭婚姻问题
、

农村社会环境和社会治安等问题
。

在谈到农村社会组

织问题 时
,

与会者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组织由农会
、

合作社
、

人民公社到 由村

民委员会
、

村党支部和合作性区域组织构成的现行农村组织的演变过程
,

指出我国

现行的三种农村组织缺乏明确分工和协调
,

国家政策对农村基层的渗透乏力
。

从农

民的角度看
,

80 年代的中国农民已经不再是 20
、

30 年代
“ 愚 ” 、 “

穷
” 、 “ 弱 ” 、

“
私

”
的农民

; 农民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

有了自主权
,

同时也有了利益比较意

因此
,

建立包括经济
、

社会福利在 内的农民自身的新组织
,

创新反映农民意志

李分奋夺夺夺拿幸分夺夺吞吞务夺李全父天吞夺夺李分
.

丫分夺夺令夺夺今夺夺夺奋李V

的组织渠道具有重要意义

有的学者谈到
,

长期以来
,

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指导思想并未真正得到

工农差别特别是城乡差别呈现扩大趋势
。

这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间题
,

也是我

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大特点
。

(李国庆 )

杆专冷今今今今今今峭冲州
,

牵今夺李今今心今今今幸卜州呻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令今今岭代
》

今今今今今今幸洲神今今磷峥幸扣只
,

伞李今今专今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