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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

前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之际，为全面回顾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学科60年的发展历程，展示其
丰硕的研究成果，向国庆献礼，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拟组织出版由戴庆厦教授担任总主编的《中国少
数民族学科发展60年》丛书，本书即此《丛书》之一种。本书对60年来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进展情况进
行了综合叙述。除中国古代民族史和现代各少数民族史的研究综述之外，也包括了对汉民族形成和中
国民族史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史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
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在“文化大革命”
（1966-1976）期间民族史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一、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的民族史研究　　新中
国建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落实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先后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建
立民族自治地方，使各族人民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愿望。国家空前统一的新形势和民族工作的迫切需要
，促进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这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编写了
各民族的《简史》和《简志》初稿；在民族史专题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50-1952年，
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先后派出民族访问团赴西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宣传和落
实党的民族政策，进行民族调查和识别工作。1956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了全国
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先后有16个组，1000多人参加，至1964年结束。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
研究，识别和确定了53个少数民族。至1979年55个少数民族全部确定。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编写了
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初稿。1956年至1960年还进行
了民族语言调查，为民族识别工作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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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

内容概要

《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写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之际，为全面回顾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学
科60年的发展历程，展示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向国庆献礼，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拟组织出版由戴庆厦
教授担任总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学科发展60年》丛书，《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即此《丛书》之一
种。《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对60年来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进展情况进行了综合叙述。除中国古代民族
史和现代各少数民族史的研究综述之外，也包括了对汉民族形成和中国民族史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综
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史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
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民族史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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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民族史理论问题的探讨  通论  第一节　民族识别问题研究  第二节　民族平等问题研究    
一、民族平等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二、历史上的民族平等问题  第三节　民族战争问题研究    一、对民
族战争性质的研究    二、关于民族起义反抗压迫斗争的研究    三、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研究    四、港
台学者的研究    五、60年民族战争研究特点  第四节　民族英雄问题研究  第五节  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
问题研究  第六节　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问题研究  第七节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问题研究    一、20
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研究    二、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研究    三、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
的研究  第八节　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研究    一、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研究概况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理论的主要内容与学术探讨    三、专题综述第二章　汉民族形成研究  通论  第一节　50、60年代汉
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提出    二、50年代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
鸣　⋯⋯第三章　东北民族史研究第四章　北方民族史研究第五章　西北民族史研究第六章　青藏高
原民族史研究第七章　西南民族史研究第八章　中东南民族史研究参考论著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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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周边则是游牧或半农半牧地区，农业核心具有吸引周边的强大内涵，非汉群体朝向中原文明呈
现出强烈的汇聚趋势，这是各族之间融合、统合乃至同化的内在动力，易言之，文化的融合，是中国
古今民族交往汇合的特征和本质。　　与此相关的另几个概念，如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多民族国家形
成、中华民族形成等问题，则是学术界持续讨论的话题，形成了影响当代学术乃至整个社会的话语体
系。　　有关民族国家疆域的讨论，学者们从各自采择的资料出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均有所
不同，有主张以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为主而叙述中国各民族和国家发展历程的，也有以中国历史
上各个民族所生活的地理范围为宗旨的，尽管争论分歧，但对中国历史上国家疆域问题讨论的突破，
即不再仅仅限于汉族王朝的疆域体系，而是包含了活跃在各自领域之内、被视为中国古今各民族（势
力）活动的疆土范围，已成为今日学术的鲜明特征。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历史上国家疆域表现的特点
，就是不断地变迁和衍生，先秦时期以黄河中游或下游为中心，到秦始皇统一农耕地区，再到清朝中
叶大一统王朝盛世覆盖的疆土，达到了古典时期的兴盛局面。这样的认识，虽说并不能获得每个人的
首肯，但成为学界基本认识则无可置疑了。　　“多民族国家形成”与“中华民族形成”也是两个关
系密切而不相同的概念。前者重在国家构建的本质属性，后者重点是民族群体的特质。从二者建构的
逻辑关系讲，多民族的构成引发出多民族的国家建设。但在历史的实践中，二者呈现的则是相辅相成
的关系。就民族角度而言，从多民族到中华民族的形成，恰是历史在中国社会族群群体演变的一个趋
势。所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构成的国家组织，其基本含义则是：中国至少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
发掘已经清晰地展示，不同的族群生活在大江南北，足迹遍布各地，考古学家用“满天星斗”的词汇
比喻①，形象地刻画出早期族群分布的特征，此后随着中原步入国家的进程，逐步而持续地吸纳周边
各民族，成“滚雪球”式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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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难得的一部对中国民族概况的一部书。应该算做一本官方书籍，但其价值却不因是官方背景而
被降低。重点看了下东北地区民族的形成。很有趣，也明白了为什么韩国人为什么那么纠结于高句丽
的历史。
2、研究较为全面，但有些内容还未能总结到其中。无更多的评价，仅是研究的线索综合，做为了解
相关情况的提纲可以，要看出其中的观点可能要失望。
3、众手修书，详略不均，许多近年的研究成果未能在其中得到恰当的反映。有点失望。从评议部分
可看出作者水平参差不齐。但作为教学的参考书还是有一定价值。
4、系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史研究的专著。
5、专业性书籍，要了解专业的同仁们就抓紧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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