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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钢教授刻苦钻研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史10余年，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资料，经过了缜密地思考，
写出了一本很有份量的、非常扎实的专著：《牧畜王国的兴衰——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研究》，索
序于我。
我研究美国历史虽然为时不短，但对这方面的知识极其有限，本难应命。
只好抱着一种诚恳学习的心情，仔细阅读书稿，以便读后能谈谈读书心得。
下面是我读该书后感受到的该书的几个特点。
     1.填补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空白。
 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     的进展。
除通史、断代史的专著外，还出版了许多专门史的专著，但是却没有一本关于美国“牧畜王国”史或
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史的专著面世。
根据杨玉圣     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0年以前，
也不曾见过这方面的专门论文。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出版的几本美国通史性著作中，黄绍湘的《美国简明史》(北京：三联书店1953年
版)和《美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均未涉及这方面的史实；杨生茂     陆镜生著《美
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余志森编著的《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虽然提了一笔，但都只涉及到“牧牛王国”的问题，对“牧羊帝国”
与养马业均未涉及；顾学稼等编著的《美国史纲要》(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虽然涉及到“
牧牛王国”和“牧羊帝国”，但都很简略，也未涉及养马业；作为六卷本《美国通史》(刘绪贻     杨生
茂任总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卷、由丁则民主编的《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
末)》，虽然在第4章第2节中用两段文字叙述了“牧畜王国”的故事，但主要也只涉及到“牧牛王国”
，对“牧羊帝国”和养马业则是一笔带过。
我国美国史研究这种漠视美国“牧畜王国”史的情况，是不是这方面的历史在美国编年史中无足轻重
呢？
当然不是。
根据周钢教授研究，“牧畜王国”的黄金时期虽然短暂，只有内战后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20年左右
，但它在美国编年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这是因为，在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大背景下，这20年美国西部畜牧业的发展超过了内战前的300年，达
到顶峰。
它使内战前仍被视为“美国大荒漠”的大平原上丰富的牧草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将四处漫游的无
主长角牛和不断退化的丘罗羊培养成西部宝贵的牧业资源；它吸收了大量美国东部和欧洲资本，使西
部牧牛和牧羊业传统的原始生产方式同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迅速提高了生产力；它为采矿营地和铁
路工地提供了大量马匹和肉类，并成为铁路公司重要客户，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西部矿业的开发和铁路
建设；它剌激了牛镇的兴起和发展，并使这些牛镇逐渐成为牧区的经济、政治和文仪中心，从而形成
西部城市化的一种特殊模式；它促进了美国肉类加工业和羊毛制造业的不断西移，使西部最终成为美
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它和西部矿业边疆与农业边疆逐渐融为一体，使西部“自由土地”区域不
断退缩，并将其“简单的原始社会”迅速美国化，变为领地或州加入联邦，扩大和加强了美国联邦制
；它在各牧区建立的“牧牛者协会”、“羊毛生产协会”和“家畜饲养者协会”这类组织，体现了边
疆民主精神，发展了美国人的自治传统；在它的社会形成过程中，美利坚民族性格中的“求实进取”
、“流动性”和“拼命赶”等特点，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当然，“牧畜王国”的兴起和发展，也对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助长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残酷统治，加强了美国人的扩张思想，导致了草原沙化，造成20世纪30年
代危害全美的西部沙尘暴。
总之，“牧畜王国”的兴起和发展，对美国历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是非常巨大的。
因此之故，“美国西部的牧业发展史一直是吸引众多美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百余年来，‘牧畜王国’一直激发着美国历史学家的浓厚研究兴趣，成为他们著书立说的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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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浩瀚，形成独具特色的‘牧畜王国’史学。
牧业史在美国史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本书稿“前言”第4页)由此可见，我国美国史的研究如果留下这一空白，就很不应该，是一种遗憾。
而周钢教授《牧畜王国的兴衰》的杀青与问世，不独是填补了我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并且是填
补了一个重要空白。
     2.进一步接近美国“牧畜王国”史的 实际。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8226;A.比尔德(1874-1945)说：“没有哪个历史学家能够把过去描绘成实
际那样，每个历史学家的著作——对事实的选择、强调、省略、组织和展示方法，都相对于他自己的
个性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
又说：“所有的历史解释都相对于时间、地点，都注定要随着它们产生的环境——思想及利益的消失
而消失”。
(两段引文转引自武汉大学历史系1990年硕士论文——武剑榕：《比尔德经济史观初探》，第40页)我
们不同意这种否定真理的、相对主义的历史观。
我认为，历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阐述虽会受其个人的思想感情及其所处环境的影响，使其对历
史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具有局限性，但不能说所有严肃的历史学者对历史的解释都会因时势
的变迁而失去存在的价值。
历史是有其本体和客观发展规律的，而且是可以被认识的。
但是，构成历史本体的因素复杂多样，历史学工作者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探索和研
究，就很难全面地掌握这些因素并分清其主次；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是含蕴和隐藏在历史本体成长过
程之中的，历史学者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对构成历史本体的诸因素的复杂内部关系
的探索和研究，就很难发现这种客观发展规律。
所以，历史学家研究和探索历史本体和发展规律的功底，决定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与历史实际的接
近程度。
我认为，要使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但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对历史的解释接近历史的实际。
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进一步接近历史的实际，那他就
是对历史学作出了贡献。
我读了《牧畜王国的兴衰》以后，觉得周钢教授对历史学是作出了贡献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虽然不了解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研究美国“牧畜王国”史的全部情况，但据我们所知，即使是研究
美国史成果较富的前苏联，也没有出版过一本“牧畜王国”史专著。
可以比较肯定地说，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牧畜王国”史的研究是走在世界前面的；而周钢教授经过长
期的研究和探索，对美国人19世纪70年代以来100余年“牧畜王国”史学的情况和文献，几乎可以说是
了如指掌。
他不独在其著作的“前言”中如数家珍地介绍了美国“牧畜王国”史学的主要成果，而且从其著作的
丰富注释中，我们了解到他参考了美国关于“牧畜王国”的书籍约230本，论文66篇，还有若干美国人
著作的中文译著。
因此我们可以说，周钢教授的《牧畜王国的兴衰》是吸收了美国“牧畜王国”史学的基本和主要成果
的。
而且还不仅如此，他在全面深入掌握美国“牧畜王国”史学的基础上，还找到了它的不足，并在其著
作中补充了这些不足。
比如，周钢认为，美国“牧畜王国”史学“对美国西部牧牛业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著作尚不多见，更缺
乏对整个西部牧业(包括牧羊和养马)的研究之作”；“对西部牧业开发的负面消极影响重视不够。
⋯⋯虽然有的学者探讨了开放牧场衰落的原因，但主要归因于暴风雪等自然天灾的破坏，而对于人为
的掠夺式开发关注不够”；“存在着‘扬’牛仔‘抑’牧羊人的倾向”，而且“表明真的牛仔史著作
远远少于虚构的牛仔及牛仔文化的作品”。
同时，周钢还认为，今后美国“史学家们不但要述及牧业开发的过程，而且还要研究在这一进程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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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面的互相联系”，亦即其客观发展规律。
(以上诸引文俱见《牧畜王国的兴衰》前言)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引述周钢教授在其
著作中补充这些不足的具体内容，不过读者是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原来，美国人对美国“牧畜王国”史本体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是走在世界前
面的、最具功底的，也就是最接近美国“牧畜王国”史实际的；周钢教授由于补充了美国“牧畜王国
”史学的不足，他的研究就进一步接近了美国“牧畜王国”史的实际，是对历史学作出了贡献的。
     3.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事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周钢教授关于美国“牧畜王国”史的研究，本来着眼点在于“能认真写一本美国西部的牧业史”，
而不把精力过多地放在“我国西部牧区开发的启示”上。
但是，作者毕竟是有心人，他为研究这一课题，除阅读有关我国西部牧区的材料外，还在2003年利用
暑假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牧区作了一次调查，在那里参观了农、牧场，走访过一些牧户，到过几个放牧
点，取得了一些感性知识。
因而，他就能结合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我国西部大开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牧业的开发提出一些初步的、借鉴性的意见。
     首先，根据美国联邦政府优惠的土地政策促成了西部牧业经营者以大畜牧公司和大牧场的形式经营
牧牛业和牧羊业，不断引进优质的牛、羊种，进行科学选育；在肉类和畜产品的加工和运输上，逐步
实现机械化，从而使美国西部畜牧业逐步走向现代化，即以资本化、科学化和机械化的生产取代粗放
的原始游牧方式，周钢认为中、美两国的土地资源情况虽然很不相同，不能照搬美国的这种经验，但
利用土地政策调动生产者积极性这一原则是可以学习的。
据此，他认为我国西部牧区把草场分给牧户的政策是值得肯定的，并且相信这种政策能进一步调动牧
民的积极性，促进西部牧业的现代化。
     其次，美国西部畜牧业之所以能在内战后迅速地蓬勃发展起来，重要原因之一是吸收了美国东部和
外国的资金。
据此，周钢认为，要使我国西部畜牧业实现现代化，资金是一个十分突出问题；如何引进我国东部发
达地区和国外资金投入我国西部畜牧业，乃当务之急。
不过，在引进资金时，也要严防美国西部牧区曾发生过的盲目性和狂热性。
也就是说，我国西部牧区在招商引资的问题上，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保持一种科学的态度。
     第三，美国“牧畜王国”的繁荣深深得益于横贯大陆的铁路及其支线提供的便利交通条件。
据此，周钢认为：如何改变我国西部牧区的交通状况已成燃眉之急；修路不能完全坐等国家的投资；
我国西部除应修建铁路干线的若干支线以完善铁路交通外，还应加强公路建设，形成公路交通网，以
便迅速从根本上改善西部牧区的交通状况。
     第四，美国“牧畜王国”迅速崛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营者具有经济头脑和强烈的市场意识；从
起步伊始，“牧畜王国”便使牧区同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牧牛业和牧羊业被纳入美国现
代化的发展轨道。
有鉴于此，周钢认为，没有分工的小农养畜占巨大比重、社会化大生产的家庭式牧场还处于次要地位
的目前我国西部牧区状况，制约着我国畜牧业的现代化进程；为保证我国畜牧业尽快实现现代化，使
之稳定、健康、持续地发展，就必须从小农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小生产的“户养”转向“
专业户”的社会化大生产，建立现代化牧场和畜牧公司。
     第五，美国“牧畜王国”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并非天灾、国外竞争等等，而是美国垄断资本为榨取
超额利润，利用美国政府当时对社会经济生活实行的自由放任政策，用“竭草而牧”的掠夺式经营方
式开发西部牧区，致使牧区存畜迅速爆满，超载过牧。
据此，周钢认为，我国西部牧区应采取现代化的科学经营方式，实行划区轮牧和牛羊分牧以保持牧区
生态平衡，防止草原沙化，避免“靠天养牧”的被动状况，使我国畜牧业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第六，美国“牧畜王国”衰落的惨痛教训之一，是在内战后到19世纪末，虽然西部牧区经常发生旱
灾、火灾、蝗灾、沙尘暴和暴风雪等严重自然灾害，但牧畜大王们为追求超额利润，根本不进行防灾
、抗灾的基本建设，只一味向草原索取，靠天养牧，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往往束手无策，遭受灭顶
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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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周钢认为，目前还处于“靠天养牧”、“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状态的我国西部牧区，急
需基本建设投资，改善人、畜居住条件，加强天气预报，保护牧区植被，禁止乱砍乱伐，种植优良牧
草，多储冬草料，以现代化的科学生产方式取代传统、原始的游牧方式，以便从根本上增强防灾和抗
灾的应变能力；决不能盲目地片面追求利润而忽视基本建设。
     以上虽然是一些初步意见，但我认为作为历史学工作者，周钢教授这种力图使历史学研究具有现实
意义的精神，是很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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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钢，1945年8月生，山东东营人。
196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留校任教。
1983-1985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柯特兰学院访学，获硕士学位。
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
著有《近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第一卷等。
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美国西部牧业开发
的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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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驯养与使用第二章 独具特色的牧区社会 第一节 牧区社会的构成  一 牧牛场主与牛仔  二 牧羊主与
牧羊人  三 牧区妇女  四 盗贼与侦探  五 大平原的印第安人 第二节 资本的流入与大公司经营⋯⋯ 第三
节 自由放牧区的两大景观 第四节 牧区的真正主宰 第五节 牛镇的兴起与变迁第三章 牧畜王国的衰落 
第一节 掠夺性开发 第二节 牧区冲突也流血事件 第三节 国际竞争 第四节 牧区天灾第四章 牧畜王国的
历史地位 第一节 西部开拓的壮丽篇章 第二节 牛仔文化结束语 几点重要启示主要参考论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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