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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龙海博士的这部著作《汉民族形成之研究》，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又用了几年时间
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充实后完成的。
　　对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民族形成历史的研究，不仅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与理论意义，也有
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这一重要课题已成为中国民族学界与历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不过，由于这个题目较大，再加上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以及所依据理论的不同，诸家多有异说。
李龙海博士知难而进，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人类学与民族学理论，以文献典籍、甲骨文、
金文为基本史料，并参之以考古材料、体质人类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运用多学科交叉的
研究方法，对汉民族形成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与深入的分析、探讨。
所涉及的学术问题包括夏人、商人与周人的族属关系问题，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形成的时间，汉民
族形成过程中族群间的互动以及自然与人文生态在汉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等。
在对这些问题作深入探讨后，作者得出了较为系统的见解，且有一些创见。
具体而言，本书的学术成果其要点似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我国古代民族的实际出发，
将本书所要论述的“民族”分作两个层次。
第一是较为低层次的民族，如夏人、商人、周人这类古代民族共同体；第二是较为高层次的、较为成
熟的民族，如汉族（包括其前身华夏族）一类的民族共同体。
对学术界在研究民族问题（尤其是上古民族）时存在较大争议的“民族”、“族群”、“姓族”三个
概念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与界定，同时也对学术界存在争议的“民族融合”、“民族同化”、“民族
文化融合”等概念作了研究，指出三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三个概念。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民族形成之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人类学与民族学理论为指导，以文献典籍、甲骨文、金文、考古材
料为基本史料，并参之以体质人类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利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
汉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族群关系与族群认同、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形成的时间，以及自然与人文生态
在汉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逐一进行了探讨。
    本书可供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研究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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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钱宗范等在《春秋战国史话》之第7章“民族斗争和融合”中说：西周和春秋前期，以夏、商、
周三族为核心形成了初期的华夏族。
徐杰舜指出：在周民族形成以前，中国中原地区分别形成了夏民族、商民族以及蛮、夷、戎、狄等族
；周民族形成后，在春秋民族大融合时期形成华夏民族，秦统一全国时才形成统一的华夏民族。
沈长云在其论文中提出：“周初封建向华夏民族的形成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华夏民族这时尚未完
全形成。
民族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正如国家的形成也是一个过程一样。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各地氏族传统的消泯及国家的完善，已形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居住地域、
共同语言、共同的民族意识，以及文明社会的经济文化和各地区间商业经济联系的民族共同体——华
夏族。
”俄罗斯学者刘克甫（M.B.KpIoKoB）是研究汉民族的专家，他认为春秋时代的金文中既已出现了“
华夏”这个自称，说明华夏人的自我意识已经产生，可以把它作为华夏族形成的标准。
江应梁亦认为华夏族的形成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并已具备了汉族的共同特征，同时他进一步对华夏族
的形成过程做了断代分析，认为夏族是随着夏朝的建立而形成的，商灭夏而形成了商族，但夏族并没
有因此而消失，仍是构成商族的主要成分；夏族和商族之间存在的这种相承关系，是夏代以后夏族或
华夏族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周族是夏、商以来夏族或华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西周的主
体民族，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广袤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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