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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是人类史上的两大文明，跟随

着时代的步伐，一直相互影响相互督促。农耕和游牧是

人类历史上主要的生存策略，体现了人类群体在不同自

然地理条件下的适应性反应。1 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在政治

历史上，还是经济文化上，一直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之间相互影响着彼此，互相督促着彼此，迎来了中华民

族共同的进步和美好未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矛盾体，两个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交

融也是斗争的两面。它们之中有对立的一点，也有相互

促进的一点，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符合马克主义哲学的

观点。分析这两个文明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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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及其重要意义，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眼光看待

两个文明，从而分析我国从处理好文明之间的关系。把

两点论和重点论作为看待问题的方法论，以它为理论武

装，两个文明的关系研究，看待问题更扎实，更明确地

认识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是相互影响，相互离不开的

两大文明。

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概念及历史背景

1.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概念

“农耕”是耕种土地的意思。蒙古语叫“塔日亚”，

种地的意思。农业文明的春种秋收的，这种生活方式导

致农耕经济与定居生活密切关系。以农业生产和家庭工

业自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国家形态，是政治，经济，文

化的综合体。经济上，农耕文明是经营上规模比较小，

所以一直以来有男耕女织的说法。而且在政治上也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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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稳定性，从而奠定了当时社会的基础，但同时也具有

自身的狭隘性与封闭性。农耕生产地区的气候温和、水

源丰富、土壤富饶，形成了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和聚集

定居的生活方式 [1]。

“游牧”的意思为指在干旱草原地区由于蓄养牲畜

而不断寻找草场。蒙古语叫“讷古胡”，移动的意思，是

通过移动寻找水草资源，合理利用了草场的文明。游牧

文化是从事畜牧生产，且根据牲畜食物资源迁徙移动的

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其习俗，观念，价值体系。游牧

文明有不稳定，波动流动的特征，然后形成逐水草而居。

这种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导致游牧人民以流动的方式

去生活。这种特点也会导致游牧民族根据四个季节，把

牧场划分成春、夏、秋、冬四个营盘。一年四季不断的

处在寻找好的草场而流动之中。这种流动方式同时导致

了所需生产面积越广越好，因而必须分散居住和放牧。

2.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历史背景

农耕依恃于土地，分布在以传统农耕为生计形式的

地区，主要有亚洲的东部、南部及东南部，非洲的撒哈

拉沙漠以南至赞比亚以北的地区，南美洲的墨西哥至巴

拉圭北部这三大区域。中国，农耕为主的地区为人口密

度高、气候湿润的东南平原、丘陵地区。农耕文明的人

们参与农业劳动，为时代文化奠定了基础。

游牧依恃于草原，它主要是在中国农牧分界线以北

至阿拉伯半岛的带状区域和撒哈拉沙漠及东非草原地。

此外，欧亚北部高纬地区和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地区属于

游牧社会的变体，前者的牲畜（驯鹿）同时还是狩猎对

象和运输工具，后者则是处于高山农耕与牧场相结合的

混合游牧形态 [2]。中国内蒙古地区是中国北方各游牧民

族栖居、发展的地方。游牧为主的地区是人口密度低、

气候干旱的西北草原、沙漠、高原地区 [3]。公元前 8 世纪

中叶分布在阿尔山的斯基泰人也是一个游牧民族，可以

推测出游牧文明的开始是公元前 8 世纪中叶。

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关系

矛盾无处不在 [4]。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不但有对立

的一面还会有统一的一面，对立关系一直在促进着它俩

共同发展。在人类历史上两个文明大多在处于斗争的状

态之中，在政治上，一直是互相对立。这种关系激励着

它们的发展。

1.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对立关系

从政治方面上看，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当时匈奴

的军队非常强壮，控制着附近的各个地方。从里海到长

城都属于在匈奴的领域之中。当时的游牧民族骑兵宣战

之后，隔壁的各民族都在恐慌惊吓当中，所以当时它们

时刻在防御着游牧民族。长城的历史作用主要是古代农

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经过汉朝与匈奴的多年的

斗争，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不断地迎来又一次的战争，

匈奴与秦朝的战争，汉朝与匈奴的战争，隋朝、唐朝和

突厥的战争等。在斗争中，有时游牧民族会有优势，有

时农耕民族会有优势，这表明矛盾无处不在，上一次的

斗争（旧的矛盾）结束之后，又开始新的斗争，新的矛

盾出现 [5]。矛盾具有普遍性，两民族之间的冲突也不断

地继续而且在经济方面也在发生着新的矛盾。

经济上，民国初期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生灵涂炭，

民不聊生。北洋军阀在游牧地区实行放垦蒙地的政策。

蒙古王公贵族同北洋军阀势力相互勾结，随意放垦蒙地，

使得大量的肥沃草场被开垦，失去土地草场之权力的蒙

古族毫不犹豫的站起来反对掠夺土地，草场，保护自己

生存之生产资料土地农场的权力，掀起了广泛的群众性

斗争。鄂尔多斯的“独贵龙”群众运动、陶格陶胡起义、

嘎达梅林起义等防垦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保护牧

场。坚持畜牧业经济思想 [6]。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文明

的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形成了内部的矛盾性，导

致了它们相互斗争 [7]。

2.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统一关系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共同作用一直在服务于当时

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1221 年南宋的丞

相到蒙古地区说过，“塔塔尔是大智大勇的民族，离汉

族边疆的叫做文明塔塔尔，他们自己种粮食”[8]1221 年

到达来淖尔的长春真人，“这里的人们大多数都是种地

抓鱼的”[9] 从这些记载里得知当时游牧地区不但经营农

业，也在农业技术上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当时的游牧地

区——蒙古高原是成吉思汗统治的时候，向外征伐之后，

领悟到社会的主要问题，积极的发展经济，不断的学习

农耕文明的优势，看出了发展农业的好处，所以大力发

展了农业，并得到了很好的成果，也建立了镇海城 [10]。

这是个别及很罕见的事件。镇海城是主打农业的地方，

然而成为经济发展最特出的地方。但是在当时没有普遍

发展，也会遇到诸多的困难。从而成吉思汗战争当中不

断地吸取农耕民族的先进技术，这对蒙古帝国的统治起

到了最基本的经济基础。成吉思汗的后代同样注重农业，

无论是蒙克汗和巴图汗还有元朝的忽必烈也在经济方面

上大力发展农业。游牧民族在农业方面的认知越来越成

熟。在建元初，在总结了蒙古原来的游牧经济的特点后

采取了“农耕为本”、“安业力农”的首先发展农业产生

的方针，忽必烈在全国采取“农桑为本”的生产方针的

同时，仍然保持蒙古原有的畜牧业，实施以漠北为基地，

发展畜牧业的政策 [11]。当时蒙古民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

和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之间依然有相互依存的因素。

到了北元时期，由于明朝阻止蒙古地区的农业产品的在

外流动，导致了北元的经济的发展困难问题。这说明当

时的农业是游牧业的辅助经济因素，为了发展游牧业，

也符合游牧业的特征，游牧民族在春天流动之前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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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游牧，秋天收割庄稼 [12]。策妄阿拉布坦与噶尔丹策

零时期发展经济的思想里有奖励农耕生产，接受善耕技

术，农业生产早在巴图尔洪台吉统治时期就早已受到重

视，而且越来越多的蒙古族人民也开始了“且耕且牧”，

因而不断的探索之下农业经济的得到了发展，然后解决

了粮食不足的难题 [13]。

近代蒙古族思想家罗卜藏全丹曾说“蒙古人搞生计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经营牧业；一种是经营农业。”说明

随着内蒙古地区农业得到了的新的发展，蒙古族中一些

人就已把“经营农业”当作生计的一部分，开始了农耕

生活 [14]。然而为了更加确保农业与游牧业的正常发展他

们实行了“择地开垦，一筹生计”的思想，是在保留游

牧牧草场的前提下适当的选择一些“可耕善地”，以此来

补充畜牧业生产所不能供给的农副产品。这就很好地体

现了相互依存的一方面。在清代漠南地区出现了农耕生

产，而且漠南农业经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使漠南蒙古

地区单一的游牧业经济生活向定居的或半定居的半农半

牧经济生活过渡 [15]。通过这种政策，两种民族越走越近，

导致清朝统治越来越稳固。随着两种文明的融合诸多地

区成为重要的链接点——张家口一带筑起驻军屯堡。在

“北方丝绸之路”发展之下，个别地方积极发展了经济，

从而导致张家口也成为当时各民族的重要经济地域，也

是游牧业与农业商品的主要市场 [16]。草原丝绸之路分布

在中原往东大陆，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

时游牧文化交流的动脉，这个地区成为了是游牧文化与

农耕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从而两个文明的交际更加多

而密切，无论是在经济交流方面还是文化交流方面，一

直在互相促进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洽不仅推进

了经济发展而且在文化方面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三、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辩证关系的重要意义

1947 年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以来，作为游牧民族诸多

居住的内蒙地区一直看重农业的发展，也注重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农业及畜牧业。现在的内蒙古是农区和牧区的

重要连接点。同时也重视经济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党

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半农半耕区域不但有了经济潜能，

也更加重视了环境问题。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相互

协助下实现良好的状态，加大它们之间的依存。把握好

两个文明的辩证关系，才能起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

国多民族杂居，生产生活方式大融合的国家。半农半牧

区除了汉族为主的农耕民族以外以蒙古族为主的游牧民

族等 20 多个民族。在中国 56 个民族之中，游牧文明及农

耕文明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在全面发展小康社会中，游

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是参与者。全面发展小康社会主要是

全面，不管是哪个文明，哪个民族，生活质量必须达到

小康社会的标准。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游牧民族与农

耕民族不断地促进着民族团结，加强游牧与农耕相互交

融，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与共同繁荣，也推动了经

济文化全面发展，而且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矛盾是对立统一，是辩证统一关系。在经济建设中

既要重视高质量发展，同时又要重视生态文明。要重视

农耕文明的发展，又要重视游牧文明的发展。农耕及其

游牧的经济特征互补，成为新时代经济方式，会是一个

机遇也是好的发展。一个事情中，矛盾有主要方面和次

要方面，在一个文明中会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对立的方

面，这就是一个文明的灵魂，不可缺少的一面。分析一

个文明的发展要找到占据重要地位的主要方面。时间的

流逝，一个文明的矛盾的两个方面会转换。要坚持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关系中，要实

事求是，一分为二，不分高低，同等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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