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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本课题立项及丛书撰写的缘起1.调查对象的选择及意义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
化，边疆和民族地区都已今非昔比。城市在变，农村也在变；内地在变，边疆也在变；汉族地区在变
，少数民族地区也在变，而且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这就是今人怎样才
能为后人截住这一变化瞬间，使后人得以真切地感触与推察历史发展的轨迹？怎样才能完成我们这一
代人对后人应尽的道义上必须承担的这一历史责任？凡是有历史感与社会责任感的学人，恐怕都会要
这样扪心自问，都会以各种方式付诸行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持的国家社科基
金特别项目——“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子项目——“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典型百村调
查”（简称“百村调查”），便是一部分学人反躬自问，希冀通过实际行动，遗珠于后人之良举。这
个项目策划的初衷是想对边疆地区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变化做一次现场实录，调研的对象自然是边疆地
区的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省区。宁夏虽然是中国唯一的省级建制的回族自
治区，但绝非边疆地区，故在初期的选题设计时并没有考虑该地。后来，经过论证后发现，宁夏境内
不但有回、汉、蒙古、满等40余个民族，而且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尤其是宁
夏的南部山区更是有名的自然条件艰苦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该地区恰恰是回族居住最集中的地
方。就研究方法而言，对宁夏基层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调研，有利于同其他边疆地区进行对比。就研究
意义来说，宁夏回族因宗教之故，数百年来一直与中亚、西亚及阿拉伯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虽不沿
边，但与沿边地区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共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的“另类边疆”。

Page 2



《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典型啊�

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典型百村调查:宁夏卷(第1辑)(套装全4册)》为套装书，分别包括：《宁夏
中部交通枢纽处的13省移民村：宁夏中宁县宁安镇古城子村调查报告》、《六盘山下有人家：宁夏回
族自治区固原市泾源县冶家村调查报告》、《依托城市发展的新农村：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塔桥
村调查报告》、《长城塬上长城村：宁夏彭阳县城阳乡长城村白庙组调查报告》。
《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典型百村调查:宁夏卷(第1辑)(套装全4册)》包括四个调研村落，分别是中
宁县宁安镇古城子村、固原市泾源县冶家村、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塔，书中详细、系统地介绍、分析
了上述四个村落的乡村概况、基层组织、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民族、宗教、文教卫生、民俗风情，
以点带面，较全面地反映了新疆村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该卷本主要描述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
，新疆农牧区发生的生产、生活变化，反映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政府甚至国际社会对当地的投入和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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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行前，女方将陪嫁物品陈列于院中让众人观看，称为“摆嫁妆”。男方前来迎娶新娘，女方家
能说会道者便当面点嫁妆向男方哄着要钱，这主要是为红火而做的一个耍式。过关后，新娘身着红衣
，戴着盖头，由迎亲者（一般为新郎的叔伯、兄长）抱上婚车，称为“上马”。至男方家一般由新郎
将新娘抱于院中放好的筛子（上铺有新被褥）上，称为“下马”。然后按照阴阳事先定好的朝向敬香
祭拜天地，称为“拜堂”。礼毕，由新郎提米斗先人洞房，斗内一般装有弓箭、铜镜、尺、称、五谷
粮食等，象征着婚后生活吉祥如意。随后，新娘也被抱人洞房中。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新娘足不履地
，以示吉利。从迎娶当日一早开始，男方家中便设宴待客，一直到晚上结束。婚礼当天的最后一项仪
程为“耍床”。一般由新郎堂兄弟中能耍的参与，新人度过一系列难关后，耍床的人为新郎新娘铺好
床，让一对新人坐在上面，并在被子的四角包上核桃、枣子、花生等，然后连人带物一起翻过去，称
为“翻人身”。新郎新娘要将散落的干果找到，找到的越多越好。所有仪式一般都在十二点之前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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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机缘巧合，2008年春我有幸成为“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典型百村调查”（简称“百村调查”）宁
夏项目组的第十七名成员，由于时间紧迫，在基本把握课题意图后，便背起行囊踏上了调研之路。为
了尽量能够以客观的视角展现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保证史料的真实性，我决定一竿子插到底，
直接进驻村子。初到之时恰逢当地农历四月前后的“土旺”时节，大风卷着漫天黄土，把我一起卷到
长城村村部。天公不作美，突然的造访也难免有些唐突，不安犹存，出发时的兴奋早已减半，却多了
些许对未知的担忧。幸运的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村部仍然有人值班，在说明来意之后，村干部热情地
接待了我，总算有了落脚之处。第二天，土过天晴，长城塬终于揭开了她美丽的面纱。我的调研工作
随之正式展开，村里人的朴实热情，让我很快适应了这个陌生的新环境。走家串户完成调查问卷，与
村民同吃同住，做各种各样的访谈，往返于村、乡、县之间，通过各种方式搜集尽量多的一手材料。
一个月下来，我对村子整体情况已经有了初步掌握。经过对资料的整理分析，明确了下一阶段任务
，7月再次进入田野点做更加深入细致的实地调研，同时不断有针对性地加强理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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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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