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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旗制度是清廷仿照八旗制度的组织原则在蒙古进

行的主要制度建设之一，在清朝历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该制度对蒙古地区乃至整个边疆地区曾产生深远持久的

影响，因而关于清代盟旗制度之影响研究长期受清史、

北方民族史等领域学者的广泛重视。同时，该制度研究

以清史为基础，相关史料浩如烟海，可谓是简牍盈积，

因此学界研究力量相对雄厚，研究成果相对丰硕且深入。

2019 年关于清代盟旗制度之影响的研究继续蓬勃

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在继

承前代学者的同时，在视角、方法等方面有所创新，对

未来学科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将会有所影响。下文拟就

专题形式对 2019 年清代盟旗制度之影响研究进行简要

梳理及总结。作为笔者的首篇综述，限于学识和篇幅，

所述难免遗珠弃璧，敬祈方家斧正。

一、政治方面：盟旗制度之于清廷政治统治

一直以来，政治史是清史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而

盟旗制度作为清代经略蒙古地区的重要政治制度，对于

北方乃至西部民族问题、国家安全状况、统治基础有着

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学界的相关研究不免也习惯于聚

焦该制度与清代政治之关系。老一辈学者如张书才先生

认为该制度“加强了清廷对蒙古各部的管理控制……对

我国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指出“它加重了清

统治者和蒙古贵族对旗民的剥削和压迫”这一消极影响，

王锺翰先生也对该制度在稳定蒙古地区、加强国家认同

感上的作用加以肯定，而前期的外国学者也对该制度的

影响给予关注，如冈洋树先生认为该制度推动了“蒙古

王公的官僚化”，进而加强了清廷对蒙古的统治。由此

可见，前期的国内外学者关于清代盟旗制度影响的观点

多集中于巩固边疆、加强统治方面，部分也注意到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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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等消极影响。再看 2019 年清代盟旗制度之影响的

研究，依然大多集中于政治领域中的这些方面，学者们

在承袭原先研究成果的同时，并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

1、盟旗制度与边疆治理问题研究

清廷为加强对蒙古等边疆地区的治理，采取“众建

以分其势”的政策，而盟旗制度便是该政策的表现形式

之一。一直以来，盟旗制度对清代政府治理边疆地区有

积极影响是学术界共识，2019 年的清代盟旗制度之影

响研究在关注边疆治理问题时，承袭前代观点，同时在

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注重与区域史的结合，在史料

的搜集过程中，也更加关注原始文献档案的利用，值得

一提的是，部分学者在研究视角上也有所突破。

清代文书档案种类丰富，其中包含较多中央国家机

关文书，可以较为真实反映该时期清代政治、经济、文

化、民族等多方面状况，因此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文

献。许珅的《从边地到中心——清末边地民族整合进程

中的绥远》以绥远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当时的文书档

案，即奏稿、奏折、公牍等，立足原始文献，发掘出盟

旗制度在清代前中期和晚清时期对边疆治理的差异性影

响。林航和乔美玲在《从土尔扈特部安置措施看清朝对

蒙古诸部政策》中肯定并延续了前代学者的主要观点，

他们从土尔扈特部东归事件入手，参考清廷治理蒙古等

边疆地区之原始法规法典，围绕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

具体安置措施来解析清朝对蒙古诸部“顺其俗而抚治之”

的总体政策，发掘出盟旗制度在防止蒙古割据、维护边

疆稳定上的有利作用。

清代前期至后期，中央政府针对蒙古的治理政策的

转变，与盟旗制度有着密切联系。王悦在《清代内蒙古

的内地化——以喀喇沁地区为例》中关注清前期盟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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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所体现的边疆政治内地化问题。以喀喇沁地区为例，

可以看出，清廷参照内地制度，通过设旗来防范、分化

蒙古部族势力，强化对蒙地的统治，这体现出盟旗制度

作为治边策略，其内地化特征推动了边疆行政区的内地

化。对于清末研究，李辰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在

内蒙古的实践》一文中则关注到清末边疆危机下的盟旗

制度。由于清末边疆问题的复杂化，盟旗制度的治边能

力弱化，无法满足清政府解决边疆危机、维护统治的迫

切需求，其治边策略从“因俗而治”转变为西方近代民

族主义式的“新政”。这展现出盟旗制度的弱化反向推

动了清政府在边疆治理方面的近代化。

2、盟旗制度与民族的政治认同问题研究

“清朝统治与国家认同”问题一直是美国“新清史”

学派的重要议题，以罗友枝为代表，她认为，清朝是一

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中华民族不过是一个想象的

共同体。此类观点否认“大一统”且未将“清帝国”同

“中国”划上等号，正如李治亭先生所言，该学派具有

“删除中国之中心”谬论并具备“去中心化”的荒唐史

观。自提出后，引发国内学界的强烈反应。近年来这一

议题再度回归学界视野。在经历过“新清史”的挑战之

后，重新在新的高度回归的“国家认同”，已经成为清

史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再加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概念的提出，学界对于该问题的关注持续上升。国

家认同的实质是政治认同，观 2019 年的清代盟旗制度

之影响研究，不少学者聚焦制度与政治认同问题，进行

阐述，这是对“新清史”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再次回应，

并有望为当前的多民族国家建构事业提供历史借鉴。

佟宝锁的《雍正民族关系思想述论》从雍正帝这一

统治者出发，关注盟旗制度对“大一统”思想的践行，

由此强调了盟旗制度对于边疆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边疆

民族的政治认同意识的强化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而廖

士锋在《从天下到共和：帝国转型下的民初宗藩制度

（1912—1929）》中，则从地理生态因素入手，探究盟

旗制度的地区性扩展与蒙地地方凝固化的内部关联，进

而反映该制度对实现政治社会一体化、维持国家认同的

影响。牛玲玲在《清王朝构建民族政治认同的遗产和困

境——以蒙古的政治认同为例》中突破盟旗制度传统的

“分而治之”承担者之角色，将其视为清朝大一统的政

治基础，辅以王公年班、满蒙联姻等制度，认为三者对

强化蒙古诸部对清王朝的政治认同起到了积极影响，重

视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同时指出盟旗制度的负面影

响，即其构建政治认同的方式在后期引发的诸多问题。

二、经济方面：盟旗制度之于清代边疆经济发展

盟旗制度对清代边疆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也为当前我国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

示。2019 年，许多学者将研究目光聚焦于经济领域，

注重发掘盟旗制度在经济领域中的显著影响，成果不断

涌现，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农业一直以来是研究的热门领域，2019 年部分学

者延续以往，以清代农业发展的问题对盟旗制度展开了

深入研究。土地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王磊的《18

至 20 世纪初归化城土默特的地权结构》关注土地这一

要素，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归化城土默特城作为考察地

点，利用清代当地的土地契约文书，发掘出盟旗制度确

立前后的土地产权和所有权的分配与转移状况，凸显出

盟旗制度对边地土地政策与社会经济实态的影响。而农

业发展的前提是水利事业的建设，部分研究者也将目光

聚焦于水利方面。王力在《清代河套地区的水利开发研

究》中将蒙古各旗对农产品需求的与日剧增视为清廷放

开河套地区的农业发展、推动水利建设之因素，展现出

盟旗制度对边疆地区水利经济开发与建设的影响。面对

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王领则在《清中期蒙古设厅问

题再探》中通过关注盟旗制度下蒙地农业难以同牧业均

衡发展的境况，以及清廷为此被动做出的政策改动，反

映盟旗制度引发的产业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

三、学术方面：研究中的多学科交互

2019 年，相关学术成果体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潘海莉在《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一文中以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从蒙古诸部的军事统治形

式、氏族组织、社会群体习惯等方面，对盟旗制度影响

下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社会组织形态的变迁，进行

剖析。而方铁的《论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多学科合作》

在研究盟旗制度于北方游牧社会建立的积极意义的过程

中，将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相结合，运用整合论、文化

相对论、适应论等学科研究方法聚焦于北方社会基础状

况，并将南方蛮夷地区与北方游牧社会进行对比，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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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域性制度的积极作用。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康其

在《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政区地理研究》一文中，聚

焦政区沿革，通过探究土默特左右两翼旗的建置及演变

之政治制度渊源，展示出盟旗制度带来的行政建制的异

化；萨出日拉图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庋藏康熙年间的一

幅内蒙古舆图研究》反映了盟旗制度的设立对蒙古地区

的疆土形势的改变和对人们地理空间认知的影响，他将

清代制度史研究同蒙古高原历史地理结合，并利用历史

文献学，从康熙二十三年绘制的“内蒙古诸旗、部落游

牧图”古地图入手，根据清代地方志、地理总志等文献，

进行研究。

这些思考和研究，大多反映了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

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与影响，而且是在对传统政治

史研究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显示出社会学、人

类学、地理学等各个学科与制度史研究的交相互动。

四、结语

纵观 2019 年清代盟旗制度之影响研究有以下几个

特点：

首先，在选题方面比较偏重于政治领域，同时继续

承继前代学者的两个主要观点，即加强边疆治理和政治

认同两种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视角和方法的

创新。据笔者来看，学界对政治作用的重视，除了文献

资料丰富以外，这与盟旗制度被赋予的较强的政治意义

不无关系，同时该制度也是清政府在边疆治理方面的重

大战略智慧和改革精神的结晶，可以给予当今民族地区

管理模式以深刻的政治性启发。再看当下，2019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新时代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

体要求和工作重点，这为 2019 年学术界深化历史中的

民族治理研究提供了政策支持，通过研究盟旗制度等民

族治理制度之影响，有望为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提

供历史借鉴。

其次，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得到运用。不少学术论著

将史学理论同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相结合，采用社会

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取得了

显著效果。

第三，在学术研究中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维护民

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以民族平等的原则对待民族关系已

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纵观 2019

年政治领域的相关研究，该制度的政治影响依旧被大多

学者划归为原始的两大方面，创新观点较少，且多为积

极影响，制度的消极面着墨不多；针对盟旗制度的经济、

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前民族区域制度的启

发问题，学界没有较为系统的针对性研究；学术论著质

量参差不齐，泥沙俱下，高质量的创新性论著不多，还

有不少重复性论著。

展望未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广大学

者应继续坚持实证研究的传统，吸收先进理念和方法，

扬长补短。继续推进文献资料整理工作，并运用多媒

体互联网技术加强资料库建设，扩展资料获取手段方

式。青年学者应努力掌握民族语言，加强对多文种民

族文献的综合利用，同时也应提高外语水平，积极与

国际学术同行交流，扩大国际影响力，努力争取国际

学术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对“新清史”等国外史学学

派发出强有力的回应。在研究方向上，利用国内的本

土和资料优势，从经济文化等新领域，加强对清代盟

旗制度的研究，逐渐发掘和利用域外资料，不断推进

盟旗制度等清代制度史研究的深入，进而加强清史、

民族史研究，强化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建构，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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