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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以费孝通先生的“藏彝走廊”理论中氐羌系统民族迁徙与民族分化融合为思路，并与王铭铭博士
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三圈理论”相结合，旨在对于具有“中间圈”特征的古代氐羌系统民族迁徙
之西部走廊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问题，以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跨区域（行政
区域）、跨民族的综合系统研究。主要研究内容是从唐代，唐朝、南诏、吐蕃在藏彝走廊西部核心地
带金少江流域铁桥上下“三强逐鹿”，经历元代、清代直至民国时期，各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的变迁
情况。此选题列入《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少数民族变迁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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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2007年高志英进入北大社会学（人类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王铭铭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所完成的
出站报告被翁乃群、王建民、潘蛟、朱晓阳等四位答辩委员评介为优秀。本专著是在博士后出站报告
基础上修缮完成的，翁乃群、王建民两位专家的序言对其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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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唐代&ldquo;三强逐鹿&rdquo;下的　  藏彝走廊西部各族　　唐代是云南历史发展的重要
时期，唐王朝、吐蕃、南诏三者间的关系不仅对其政权本身，而且对其境内各族人民产生了重要影响
。尤其是作为南诏与吐蕃主要战场之一的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地区各族先民，皆被卷裹进战争漩涡之中
，使其分布格局及民族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节磨些蛮的迁徙与分布　　纳西族先民磨些蛮
（又写作麽些蛮、末些蛮、麽蛮、些蛮等），尤其是居住于今天丽江境内的纳西族，并非本文研究的
重点。但是因其在藏彝走廊西部的民族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追溯藏彝走廊民族族源、族际
关系中不得不对其有所兼顾。　　一、越析诏的灭亡　　南诏吞并越析诏事件说明，至迟在唐代，纳
西族先民磨些蛮故地在洱海之东，与白蛮居住于同一区域内。在宾宾川的白蛮与磨些蛮之间的抗衡，
白蛮豪族因为有坚强后盾而使越析诏灭亡，磨些蛮远离故地。　　越析诏是南诏统一洱海地区之前的
六诏之一。樊绰《蛮书．六诏》曰：&ldquo;越析，一诏也，亦谓之磨些诏。部落在宾居，旧越析州也
。去囊葱山一日程。有豪族张寻求，白蛮也。贞兀中，通诏主波冲之妻，遂阴害波冲。剑南节度巡边
至姚州，使召寻求笞杀之。遂移其部落。以地并于南诏。&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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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因本书没有介绍，只看了书名就购买，原以为是藏彝走廊研究丛书中的一本。拿到后才知为西南
边疆民族研究书系，少数民族变迁丛书的一员。书以现云南怒江州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勒墨人
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包括迪庆州，丽江等地的民族，全书对他们的民族关系史，民族文化发展史有很
好的阐述。值得一看，不只适合专业学者，也适合业余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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