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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拉沁夫

近一些年，我每次回到家乡来，都要到我们蒙古民族最伟大的作家尹

湛纳希的出生地——朝阳市下府村去，缅怀这位文化巨人。有一年春天，
我和几位乡友，一同登上尹湛纳希家府附近的独岗寺遗址，居高临下，俯

瞰辽西沃野，在温熙的阳光下，只见大凌河从西缓缓东来，发源于漠北的

忙牛河，从北静静南下，这两条著名的北方大河，恰在独岗寺那座小山脚

下，悄然合流，顿时河面交得更加宽阔，水势变得更加汹涌，且伴着轰鸣

的涛声继续前行，汇入那浩浩荡荡、无边无际的大海之中⋯⋯，那般壮丽

景色，令我近观远眺，昂然兴奋，久久不愿离去。我深深感悟到大凌河和

忙牛河，恰像两条源远流长的文化带：一条是源于中原跨越燕赵进入北方

的中原文化带，一条是源于塞北，经由草原沙漠转向南方的蒙古高原文化

带。这两条文化带，在我们朝阳大地上接近、汇聚、合流，诚然也就造就

了朝阳地区独特的人文风景。这是朝阳人值得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朝阳

各族人民值得自豪的文化情缘o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写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国

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o”我们朝阳地区各族人

民共同创造的独特地域历史文化，顺然是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千百年来，在广袤的中国

北部疆土上，曾经有诸多民族演出过风起云涌的历史剧。其中比较成熟的

政体有建立于公元前209年的匈奴单于国，以及后来建立的以女真族为主

体的金朝、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朝等，这些政权实为部落联合体或民族共

同体，都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且政权与政权、朝代与朝代之间并无连续

性和延承关系。这种独特的历史演进过程，倒是有一点值得称道的，那就

是给诸多民族一个展示各自风采的机会，：哥们兄弟们先后出台表演，使北

方文化呈现出可喜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打破了民族之间的隔绝状态，促进

了交流与交融，在这种大交汇的历史变革中，既壮大了自己，也充实了他

人。历史老人在严峻的争乱中，显露出万般温情o

13世纪蒙古民族的崛起以及元朝的建立，翻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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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空间(地域)限制和时间(朝代)断隔状态，

元朝从它始建起就是全国性政权，它是作为中国的一个朝代而建立而存在

的。元朝开创了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全国性政权之先河，其后建立的清朝

也是全国性政权，而且在中国疆域上施政长达三百年之久。我国各民族儿

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方式，为建立和维护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做出了贡献。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

绝的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统一、繁荣、强大的新中国屹立

于世界东方。为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早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

就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适合我

国国情的民族政策，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拥戴。党的民族政策的核心是：

维护和发展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坚持实行和不断完善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积极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

展经济、文化，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全面进步。简言之，就是民族平

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繁荣、进步。没有民族平等，就不可能有民

族团结；没有民族团结，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进步。民族平等

是基础，民族团结、互助是条件，共同发展、繁荣、进步是目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主席曾经指示在全

国开展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调研，

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共有56个民族。为了增进各民族人民之间了解与

团结，中央又指示各省区组织人力物力，撰写55个少数民族的民族简史。

中央对编写少数民族史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

今天，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实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朝阳市组织本地

区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撰写《朝阳市少数民族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具有很高政治视野的举措o“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

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o”今天，新的时代，新的形

势，新的任务，要求我们应以新的观点，新的视角和新的笔触，描绘我们
朝阳地区的民族历史、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态状况，这对我们回顾历史、了

解现实、瞻望未来，将是一个激励，一个推动，同时，也是一个积累民族

文化财富的重大工程。从这一意义上来观赏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

《朝阳市少数民族志》，我们就会更好地认识这部著作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价
值。

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阅读这部史学著作的，这绝非是套话。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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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少数民族文化人，不能说我对民族历史文化一无所知，但是阅读《朝阳

市少数民族志》，使我思想受到很大震撼，它使我增加了如此之多的民族历

史方面的知识和认识。这部著作的四位作者——主编鲍晓华、王振东，撰
稿太福生、赵景阳，都是我的同族乡友，他们都有多年民族工作的经验和

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近些年他们对朝阳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进行广

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博览古今史书，广纳中外学识，“笼天地于形内，挫

万物于笔端”，呕心沥血，用辛勤的学术劳作，完成了这部浓墨重彩的巨

著。我为同族乡友们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诚然我深知

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朝阳市党政领导对民族工作重视和关心的结

果，是党培养出他们这样一批充满活力，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少数民族人

才，完成着时代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

朝阳地区规模性史学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包括本书在内的所

有史学研究成果，还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特别是本书所包含的时间跨

度如此之长，涉及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重大史事如此之多，

如果要求所有观点都要完美和完善，那就未免过于苛求了。对某些历史人

物或事件，学术界存在争议，本书作者们无法回避，他们经过严肃认真的

研究和考证，提出了他们的见解，这符合学术民主和学术研究的正常规律，

应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学术探讨之路是无止境的。

纵观过去，朝代可以交替，政权可以更迭，江河可以改变，而维系一

个民族一个地区全部历史的唯有文化。如若文化出现断层就会引出历史的
空白。因此任何一个发达的地区，一个先进的民族，都着力形成、发展和

保护自己的文化，尤其重视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积累工作。文化的积淀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必须形成一环扣一环，一代接一代的链条带。我们

现在编写民族志或民族史，就是在做丰富和加固历史文化链条带的伟大工

程，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所创造的一切辉煌成

就，都将通过文化镌刻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卷之中，其中包括民族史学方

面的一切研究成果，如果我再说一句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向读者呈

现的这部《朝阳市少数民族志》，或许不算过分吧!基于此，我怀着喜悦的
心情，写就以上只言片语，权为序o

2003年8月13日于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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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o《朝阳市少数民族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阳

地区第一部新编少数民族志。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存实的原则，全面记述朝阳地区少数民族发

展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与科学性统一。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治运动的记述，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为准绳。

二、断限。本志上限因事而异，一般尽可能从事物的发端写起，追根

溯源。‘下限一律截止于2000年末。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

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阳地区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教育、

体育卫生等方面的状况。本着民族团结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发生

的有关少数民族事件。

三、地域范围。自清末以来，朝阳地区行政区划在不同时期多有变化，

故《朝阳市少数民族志>地域范围的记述，原则上以2000年底朝阳市行政

区划为准；对不同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内事物的记述，均依据当时的行政区

划界定；一般泛指时称朝阳地区。

四、体例与结构。志书体裁包括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

志为主，图表随文设置。除引文外，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述。蒙古语词

或蒙古语地名等，用汉语意译。全志结构原则上设篇、章、节、日、子日

五个层次，事以类从，横分纵述，竖不断线，横竖结合o

。五、语言文字。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并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年10月10日发布的《简化字总表>、1988年1月制定的《现代汉语常

用字总表>及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

六、纪年。元、明、清时代，采用朝代年号纪年；中华民国时期，采

用民国纪年，以上均括注公元纪年。东北沦陷(伪满洲国)时期，采用公

元纪年；鉴于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朝阳地区解放区与国统区并存的实际情

况，使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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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称谓。志中记述使用第三人称。人物称谓，首次出现时加职务称

谓，其后一般直书其名；历史各时期的政权、党派、军队、职官等称谓，

除日本扶植的伪满政权的机构、党派、军队、职官等，称谓前加“伪”字

外，均按当时名称书写，不冠褒贬词。地理名称均以当时称谓为准，括注

今名称。为简化行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除特殊情况使用全称外，一般以

“新中国”代之。

八、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各历史时期计量单位记述，

必要时标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九、数据。本志所用数据，原则上采用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统计部

门缺项的采用主管部门数据。

十、币制。鉴于朝阳地区清末以后各历史时期使用的币制较为复杂，

有些币制无法换算成现代法定币制，因此在志中新中国成立前出现的币制

均为当时的币制，新中国成立后的币制，一般情况换算为第二套人民币。

十一、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凡立传人物都是在历史上有重要贡

献或重大影响的朝阳籍巳故少数民族知名人士。在世少数民族重要人物，

采用简介形式入志。

十二、资料来源。本志资料来源为有关史志文献、档案材料、统计资

料以及基层民委系统提供的调查材料等(详细情况见后记)o除特殊情况

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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