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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底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后，我们
就考虑要编写一部全面反映和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的丛书，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了《中国西北少数
民族通史》这个题目并且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之所以称
“通史”，有这样几点考虑：　　通史的第一点含义是要与族别史相区别。在已经出版的有关西北少
数民族的著作中，族别史、专史和地方史很多，而将西北少数民族在一个时期的活动通盘来研究和阐
述的著作则比较少，族别史、专史、地方史虽详于一族之史和一地之史，却不能将其与中国西北地区
的整个形势和各民族在同一时期的活动贯穿起来研究，而只有将同一个时期西北的每个民族都放在同
一平台上联系起来研究，才能更好地了解一定时期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全貌。　　通史的第二点含义是
指，我们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是对各民族的族源、发展过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
关系及其生存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作全面的研究，避免过去重政治轻经济，重族源轻社会，重文化轻
自然生态环境的现象。　　通史的第三点含义是指，本书不仅按时代将西北各民族置于同一平台上进
行全面阐述，而且对各时期各民族的史料、研究状况、有关的论著目录作了较系统、详细的介绍并编
制了大事年表，便于读者使用，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通史的第四点含义是指，本书上起先秦
，下至公元2000年，是完整意义上包含了古代、近代、现代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的现代
史，学术界还很少有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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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清代卷》是清代卷。本通史的第一册是导论卷，这一卷主要是对研究西北少
数民族史中经常遇到的一些一般性、观点性、理论性问题的探讨，虽然并不具体研究某一时期某一民
族的历史，但每一个问题都是研究少数民族历史要涉及的问题，而且由于西北少数民族历史在我国少
数民族历史中最为丰富、最为完整、最具代表性，因此，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也
必然反映出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中的一般性问题。
对通史第二册，即先秦卷，我们要特别指出，这一册是从西北地区的考古时期说起，但这并不是说，
我们认为那时就有了民族的存在。这一卷叙述西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主要是对西北少
数民族产生的社会背景、文化基础、生态环境做一全面探讨，便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西北少数民
族的产生和发展，更好地全面认识西北地区的文化渊源。
本通史的第十三册，即当代卷，着重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多年来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
虽多，但却是很难写的一部分，我们完全可以避而不写，但是从对历史负责的角度看，写这一部分鲜
活的历史，会使我们在比较中更全面地认识西北少数民族历史命运的大转变，在比较中激发西北各少
数民族对祖国的热爱，更能鼓舞西北各少数民族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
本通史其他各卷分别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各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各卷虽基本上遵循了提纲的统一
规格和要求，但由于各位作者均对本卷所述内容有较深研究，所以也尽量发挥各位作者的主动性和学
术专长，提倡每卷各有特色，使我们这部通史既有统一规格，又各具特色，成为一部有自己特色的、
有用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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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基本史料和研究状况篇  第一章　研究资料  第二章　研究状况  第三章　清代的西北边疆史地
学第二篇　基本格局篇　第一章　趋于恶化的生态环境　第二章  自然资源的变迁　第三章　清代西
北民族发展格局第三篇　经济篇　第一章  鸦片战争后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性质的变化　第二章　清代
西北农业发展状况　第三章　清代西北畜牧业　第四章  民族贸易和对外贸易　第五章　传统手工业
和近代工矿业第四篇　政治制度篇　第一章　新疆地区实行的军府制度　第二章  蒙古族地区的行政
建制和盟旗制度　第三章　维吾尔族地区的伯克制度　第四章　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省府州县制　第
五章  西北边疆建省及其历史作用第五篇　宗教文化篇　第一章　清代西北社会宗教发展状况　第二
章  宗教对西北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　第三章　清代西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　第四章　少数民族
社会风俗第六篇　民族关系篇　第一章　清初西北回族的反清斗争　第二章  清朝与准噶尔蒙古在西
北地区的争夺　第三章  大小和卓叛乱及南疆的平定　第四章　哈萨克和布鲁特归附清朝　第五章  雍
正时期平定青海蒙古的斗争．　第六章  乾隆年间的乌什起义及清朝廷的善后措施　第七章  土尔扈特
万里回归　第八章　和卓后裔的叛乱及其平定　第九章　鸦片战争以来西北民族关系的激化第七篇　
人物传记篇　第一章　民族人物　第二章　民族关系人物大事年表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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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基本史料和研究状况篇　　第一章　研究资料　　一、正史、纪传体史书及人物传记　
　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荡涤了明王朝的许多污垢与黑暗，加上清初统治者的励精图治，使得清代自康
熙以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廷大
力进行各种军事活动，削平各种割据势力，抗击沙俄等西方资本主义的武装侵略活动，巩固了边疆，
加强了全国的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促进了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清朝历代统治者为
了标榜清朝统治的“正统”地位，弘扬其“文治武功”，不仅在清初就开设史馆，委派史臣，修撰国
史，还在每次军事活动后，都要把所有的谕旨、奏议等宣付史馆，变成各种“钦定”之书，而这些书
籍，几乎都涉及西北各少数民族。　　《钦定外藩蒙古回王公表传》，乾隆年间祁韵士撰，乾隆四十
七年（1782），祁韵士调任国史馆纂修，负责编撰《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在此之前，他曾向满族学
者德保、阿桂等人学习满文，掌握了阅读满文的能力。受命后，祁韵士先按当时蒙古归顺清朝后所处
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现状确定体例，“内札萨克四十九旗，外扎萨克若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
克图汗、赛音诺颜汗，若青海、若阿拉善、若土尔扈特多至二百余旗，以至西藏及回部均应立总传、
分传”。但由于资料缺乏，“羌无故实，文献莫征，虽有钞送旗册，杂乱纠纷，即人名亦难卒读，无
可作据”。为了搜集资料，又“悉发大库所贮清字红本，督阅搜稽，凡有关外藩事迹者，概为检出，
以次覆阅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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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西北少数民族感兴趣的童鞋值得一读
2、内容扎实，了解历史用的。
3、看到这套书很久了，没有下定决心买。怕后悔。好在当当的可以退货，遂购之。买来一看，还确
实写得不错。我觉得书最重要的是开拓眼界基础上能开启智力，这本书做到了。不枉购置。
4、老师用的，代买。感觉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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