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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我们策划组织了《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并把它作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
主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有重视中国社会与政治史研究的传统。
解放初期，侯外庐同志任历史系主任，为重视社会与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以后多年在白寿彝教授的主持下，这一传统一直得到了保持并有所发展。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
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
　　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开始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论文。
我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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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者编这套《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要重视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重视这种偏差。
一本书也可能材料多些，也可能理论多些；一本书可能重在宏观，也可能重在微观。
但编者希望整套书，是在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这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正路，是做学问的正路，也是编者编这套书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海外商品经济、技术和资本涌人中国，西方国家的学术、史学思
潮和著作也涌入中国。
辩证唯物史观一时有进入低潮的趋势。
这是学术因素以外的人为原因造成的。
辩证唯物史观还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先进的。
      编者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以辩证唯物史观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编者坚持理论、材料并重，
宏观、微观并重的道路，避免偏颇，并决定从《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做起，以后再逐步扩
展，编者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推动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作出应有有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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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琳国，1943年生，福建省龙海市人。
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民族史的教学和研究。
著有《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  《伟大的步履——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与凝聚力》、  《可汗
的子孙》等，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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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古代民族很少是由单一民族成分构成的。
一个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成分，甚至是许多其他民族成分，这个民
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等于重塑了自己。
远古以来，匈奴族在广阔无垠的蒙古大草原上吸收和融合许多其他民族成分，所以它的内部有着非常
复杂的民族构成。
“与匈奴并起的东胡族及其后相继在大漠南北兴起的乌桓、鲜卑、柔然、铁勒、突厥、回纥、契丹、
蒙古等族，其族内的民族成分无不如此复杂”）。
所谓“种”，就是部落甚或是部落联盟的意思。
魏晋以来人塞的匈奴十九种，有的现在已经难以细考，但证明匈奴复杂的民族构成②。
　　在十九种中居于首位的是屠各种，由单于家族与它的姻族呼延氏、卜氏、兰氏、乔氏所谓“四姓
”组成。
上文说，“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
⋯⋯”接着说，“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兰氏、乔氏。
”从行文看，这四姓是屠各姓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
大概从冒顿的时代起，屠各种垄断了匈奴单于及左贤王以至骨都侯（上引文误为“都侯”）等高官。
单于家族子弟世袭单于位，单于姻族也享有世袭高官的特权。
　　单于家族，即挛鞮氏或虚连题氏。
由于地理上的隔离、文化上的差异和语言上的障碍，也由于匈奴族并非一成不变的，所以中国古代史
家对匈奴部族及其社会结构的了解是逐步丰富和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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