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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吉
口

中国幅员辽阔，山河壮丽，为中华民族世代生息繁衍之地。在

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各民族为开发和捍卫祖国撞域，辛勤劳动，英

勇奋斗，建立丁不朽功勋，谱写丁光辉的历史篇章。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在兴同缔造祖

国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追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休。组成中华民族

的各兄弟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中，彼此唇齿相依、水乳交融，成为一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创造出灿煌捍煌的中华丈明。

显而易见，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早在七千五四千年前

的新石器时代，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已逅布中华各族先氏的文化

足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勾义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丈化、马

家洪文化，甘奇地区的辛店文化、寺;主义化，求北的立工山文化，西南

的巳蜀文化等，为多民族的出现与形成奠定丁基础。

随着历史的演进，不同区域性文化类型的人们共同体，逐渐形

成炎帝、黄帝、安尤等较大的部落联盟集团，经过不断的支融分合、

兼并扩展，在中原这块厂阔地域均孕育出华夏族的最初血脉。华夏

族是许多族群汇聚交融的结果.是在层层相因、重叠递进的历史发

展中远渐形成的，以后的汉族自F 由华夏族脱胎而来 。

夏、商、周五春秋战国时期.众多的古代民族竞相登上历史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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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求方九夷、南方苗蛮、西方底.t、北方戎狄及点北肃慎等民族群

体，通过经济往来、丈化交流、战争兼并等方式，与华夏族关系日益

密切。这是一个由分散逐步趋向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最后秦灭六

圈，完成统一大业 。 汉 7在秦制.继续开疆拓土，北方匈奴、西城诸城

邦、求北乌拉、沃;且等，求南及华南的百越、西南地区的"西南夷"等

较为具体的历史情况为汉族所认识并载诸史籍。汉代在周边民族

地区建直lj\县，将众多民族凝聚在同一国家版图中。自秦、汉王朝

时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始屹立在世界点才，对人类历

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码、民、羌、高句丽、呆然、教勒、

资、 ft 、山越、蛮夷、僚等众多的民族十分活跃，各民族的大迁徙、

大汇聚、大融合，使汉民族吸收丁大量的新鲜血液，使其在体质和

文化方面史具活力和创i主力。}民族国家也在新的史高阶段上走

向新的统一。在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隋唐时期，北方

的手在勒、突厥、因此、。土谷浑，有「藏高原的哇莓，南方的格、但僚、诸

蛮等民族大3自步进入阶级社会、或建立政权 。 从而，使各民族之间

的交融史为加强.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呈现出瑰丽多姿的历史风

貌，堪称是中国封建时代民族发展史土的一个旦程碑 。

自五代十圈 以后.历文进入辽、宋、金、夏等各民族政权多Jt对

峙时期 。 在持续两个半世纪中，汉、契丹、党项、女具等民族虽曾对

立纷争，但也通过i圭使、通贡 、 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文往.开

展经济丈化交流.吸收比此长处，促进自身发展。这一叶期.由于民

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布的格局，从而促进丁一次新的民族

大融合，为以后史大规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丁基础。

蒙古族兴起 i吴北后.迅速壮大.再次实现 7 全国大一绽，结采

了各民族政权长期并立的局面.建立起规模空前的统一的多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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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国家。元代是中国第一次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全国范围的统一政

权，其国势波及影响到整个欧亚大陆，促进丁点西方文化交流。在

元代，西藏地区第一次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辖范围。元朝在治理

地疆，特别是对南方诸氏族地区，在以往各朝代羁靡制度的基础

上，也r)i是发明丁土司制度，在中国民族政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有

元一代，各民族在统一的政权统治丁，获得丁新均历文发展。

明代是作为中国主体民族汉族所建立和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

王朝，二百多年中，回、撒尼维吾尔〈裕固)、土、撤拉、农乡、保安芋

共同体最终形成为民族。 ，求南、华南、西南壮伺语族、苗珞语族、藏

缅语族诸民族在其族休及分布上趋于稳定，为近现代民族格局的

形成奠定?基础。元、明鼎革数育年后，满族崛起子白山黑水之间，

势刀 i是渐强盛，终至入主中原，取代明王朝而君临全国，建立丁又

一个以少数民族为统治主体的封建王朝一一清朝。清代是我国多

民族国家疆域版图、民族格局最终定型的重妥历文时期，各民族在

共同的历史舞台上，创过丁我国封建私会的最后部墟，也共同经历

了国家从强盛到衷落、直至为殖民71}51欺凌的悲惨历程。因此，有

清一代始终贯穿着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主题。

从元朝开始，我国长期保持国家统在续儿达七百年之久，

在此期间尽管曾经出现分裂或割据，但都是短暂和局部的。国家均

长期统一，对于各民族的发展和各族之间联系的加强，提供丁非常

有利的条件。

我千年的漫长历史表明，中国这个统一均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和发展，是古今各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条件和不同形式下共

同致力的结果。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各民族歧此接过、相

互在正聚的过程 。在政治主尽管曾出现过一时一地的分裂对峙，而经

济文化方面则始终血脉相通、浑然一体，绝难分离。因此，我国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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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历史是中国历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通史或断代史等史

学著作中，应该体现绚丽多姿的多民族历史面貌和正确描述各民

族问错综复杂的历支关系。离开丁中国民族文，就不可能有完整的

中国历史。

自有丈字记载以来，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虽主要是记载汉民

族历文，但关于少数民族的支料也相当丰富。甲骨文、全文、《诗》、

《书》、《春秋》、经传、《竹有纪年》、诸子书以及《天间》、《山海经》等

古代典籍中就有关于先泰民族的许多记载。西汉司马迁在《支记》

中始发其朝，开创丁为周培各族撰写传记的体例，从此以后，历代

相沿，转相承袭，二十四史中绝大多数都有少数民族传记，((魏书》、

《北文》、 <<1臼五代支队《新五代文》、《辽支》、《全文》、《元丈》以21..((清

史稿》等则分 ~IJ X.述 7 有关少数民族建立王朝的历史。《吴越春

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蛮书》等书可称是我国古代民族史专

著。大量的地方志以及通考、会妥一类著作都记载有关于民族史的

资料。此外，散见于文集、笔记、碑志中的各族史料也术可胜举。许

多以少数民族文字撰芳的文献以及文物，史走研究中国民族文不

可缺少的宝贵资料。

及至近代，一些专家学者或创辟橡莽，或继往开来，远渐建立

起中国民族文这门独立学科。本世纪二、二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几部

《中国民族史))，但团于时代的局限，这些著作大都过于简咯。中华

人民共和因成立后，中国民族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在一些重大理

论问题4取得了比较符合历支真实的认识，许多具有较高学术水

平的民族史论若相继问世，成绩斐然可观。这就为进一步开展中国

民族文研究奠定丁坚实的基础 。

为丁史全面、深入、准确地论述我国 ß 民族发展历史，运应社

会要求，椎动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深感有必要组织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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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以断代形式撰写一套内容系统而翔实的中国民族支专著。

以断代形式撰写中国民族史，既可独立成书，又是-个完整的

体系，可以实现横遇与纵遇。横遇，主要是对我国历支不同时期各

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以及民族关翠，分别加以综合

分析和细致表述。纵遇，主妥在于全套丛书中各民族历支首尾衔

接，脉路贯通，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从总体

上构筑一部中国少数民族通史。全书横中见纵，纵中有横，纵横相

济.内容系统而充实，以求表现丰富的历史内涵。

以断代形式撰写中国民族史，由于各时期历史断面的包容量

较大，可以综述群体，将出现于支品记载的古代民族基本包罗在

内.既从宏观上对当时的民族状况及私会历史展开全才位探讨，尽

可能地展示广阔而有序的民族史画卷;又从微观丰具体描述各个

民族的历史面貌及其相互间关系，同时对一些学术问题阐幽发徽、

寻踪辩迹，对各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支做深入的探索。

总之，依照不同的历史时代来叙述特定时期少数民族历史，可

以做到包容广大，能从多方面反映民族及民族关革的丰富内容，构

成一个时代的民族全史。纵览全套丛书，又能使读者对我国}民族

发展的历支，有一个比较完整清晰的丁解和认识。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决定编写出版此套《中国历代民族文丛

书 》 。

《 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 》被列为中国私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

目，包括《先泰民族支 》 、 《 秦汉民族文 》 、 《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上《隋

唐民族史 》 、 《 宋辽金时期民族史 》、《元代民族史 》 、 《 明代民族史 } 、

《 清代民族文 》八句:支书。参加本丛书撰写的作者都是多年从事中

国民族史研究的学者专家，从 1989 年到 1996 年，蓓再六载，辛勤

笔耕，终于将这套丛书全部完成，呈现于广大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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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若述过程中，我们刀求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坚持民族乎等

的基本原则，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上的民族

和民族关系，既清除历史主封建王朝正统观念和大民族主义的影

响，又冲破历史上遗留下的民族偏凡的采缚，注意突出各民族共同

创造祖国光辉历史和灿过立化灼事实。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对中国

历代民族历支的描述，既体现树木.又展现森林，将八部史书凝结

为一个整休，刀国包容、覆盖中国历史的巨大时空，勾画出中国各

民族历史发展的全伐。

研究若述是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学海元涯，作者们深感做学

间难以穷尽。中国民族史的内涵走纷繁、复杂且多重的，对它的全

面认识与研究，术可能-'1:，荒而就 。 以断代形式撰写中国民族文，是

个前人尚未涉足的崭新领域，对其探索仅仅是开始。作为初步尝

试.本丛书一定有许多疏咯或不当之处，我们诚挚希望得到读者和

专家们的批评指正，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日臻克善 。

在棋迷过程中，我们始终注意参考和吸取国内外最新研究成

果.将许多精湛论断尽量 ~å入其中，在此基础土努力进行新的探

索。为丁尊重他入学术成果，凡引用处尽可能加以注明 。

在当前出版事业面 11各种种困难的形势下，四川民族出版社一

击。既往地大力支持学术研究工作，以绝非寻常的 gtt 尤和魄力始终

关心这套丛书的撰若并完全承担编辑出版的经济压刀。全套丛书

得以出版得到出版社领导上下的大力支持，在本丛书付梓之际，特

此深致词t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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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蒙古的兴起与元朝的建立

第一节 蒙古族起源及各部的分布

我国北方的大模南北地区，自远古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

的历史舞台。在擅长的岁月中，各个冠以不同名称的情牧民族兴

衰擅替，相继称雄，在茫茫草原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他们的活动构成了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重要篇章。公元十三世纪

初，又有一个讲牧民族共同体一一蒙古族崛起于漠北地区。这个

虎虎有生气的新兴民族，在半个多世纪中完成了全国大一统的空

前伟业。蒙古族所建立的元王朝，从公元 1279 年南宋灭亡算起，

享国虽不满百年，但元代在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中，

却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元代空前规模的大一统在中国各民族的

发展历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蒙古"一词是蒙文"忙豁勒"或"蒙古勒 (Mongo!'

Moggol) 的音转。汉文文献记载中"蒙古"的同音异写尚多，如

蒙兀、蒙瓦、盲骨子、朦骨、萌古、朦古、萌骨、蒙古斯、莫卧

• 1 • 



元代民族史

儿、莽武恃等等，不一而足①。这一词汇究竟作何解释?古今中外

学者说法各异，迄今仍无定论。南宋时人彭大雅云黑耻之国，

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粘语谓银曰蒙古。女真名其国曰

大金，故耻名其国曰银。"②但王国维、韩儒林等近代学者对此说

均不予赞同。据伊利汗国史学家拉施恃所编著《史集》云‘蒙

古'一词，……意即‘屠弱F 和‘淳朴' JP③这种解说，也不为施

密特等外国学者所接受，他们认为"蒙古"恰与上述含义相反，其

语濒为 Mong. 是"勇悍无畏"的意思④。海外蒙古族学者札奇斯

钦认为这个词的含义是"永恒的中心"或"永恒之河"⑤。新近苏

日巴达拉啥又提出一说，他认为对"仕豁勒"的正确解释是"以

蒙部为总中心的永恒天族'吻。总之，自古迄今，对"蒙古"名称

的解释分歧各异，其原因或许正如邵循正先生所说蒙古对忙豁

勒，译法本不确。‘忙豁勒'原义在十二三世纪已被人忘掉，现在

更无法索解了。"⑦

关于蒙古民族的渊源，长期以来在学术界也是仁智互见，说

法不一。有人主源于东胡说，有人主摞于匈奴说，有人主源于突

厥说，有谓裔出黄帝者，有人提出"满蒙同源论甚至还有人认

为蒙古民族来源于印度→一西藏。总之是聚讼纷纭，各持己见，很

长时间未成定论。目前有一种观点已渐占主导地位，即认为构成

①参阅韩儒林《蒙古的名称队载《穹庐集串，上，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

② t黑轮事略儿

③ t史集》中i幸卒，第 l 卷，第 l 分册，第 251 页。

① 见施密特《蒙古源流》德文译本，第 2 页i主③，圣彼得堡， 1829 年.

⑤ 见固立台大《文史哲学报》第 9 期，姚从吾、中L奇斯钦校补《元朝秘史:\ 38 

页， f主①，

⑤ 《蒙古族族;原新考>>， 13 页，民族出版社， 1986 年 .

⑦ 邵循正 4蒙古的名称和渊源))，载《元史ì~丛》第 1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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