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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
调查资料丛刊》，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
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
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
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
社会历史调查。
　　后记　　《达斡尔族简史》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二&mdash;&mdash;《中国少数民
族简史》中的一本。
该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达斡尔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出版后受到广泛关
注和一致好评。
　　为了全面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翻天覆
地的变化，为适应民族工作发展的需要，国家民委决定对《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进行修订、再版。
　　本修订组自承担《达斡尔族简史》的修订任务以后，按照&ldquo;适当修订，适量续修&rdquo;的
总原则，由谷文双执笔补充了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2005年达斡尔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在本书的修订过程中，黑龙江省民委、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等给予了大力支持
，黑龙江省民委主任沃岭生多次召开会议，解决修订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
在此，谨借本书出版之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以及资料不足等原因，本书定有遗漏和欠妥之处，望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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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达斡尔族简史（修订本）》讲述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
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为了激发各族人民对自己历史的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向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迈进，我们决定出版这一套《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这套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是经过长时期的集体努力实现的。
早在1956年，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
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
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
体主持、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在京和各省区有关单位的积极参加下，一面继续进行调查工作，一面开始
编写各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到1959年底，大部分完成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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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达斡尔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
据史籍记载，达斡尔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距今十几个世纪前的年代。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史学家及本民族的学者，对达斡尔族的渊源产生了兴趣，提出了许多不同
见解。
其中达斡尔族学者涉及本民族族源的著作有华灵阿的《达呼尔索伦源流考》（满文传抄本，成书于清
道光十三年）、郭克兴的《黑龙江乡土录》（成书于民国十五年）、孟定恭的《布特哈志略》（成书
于民国二十年）、阿勒坦噶塔的《达斡尔蒙古考》（印行于民国二十二年）、钦同普的《达斡尔民族
志稿》（印行于伪满洲国时期）、何维忠的《达古尔蒙古嫩流志》（写于伪满洲国时期）、孟希舜的
《达斡尔民族志略》（1953年刻印）。
　　中外史学家及本民族学者对于达斡尔族族源问题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蒙古分支说和契丹后裔
说。
　　认为达斡尔族是蒙古族一个分支的主要论据，是达斡尔语同蒙古语有着相同和相近的成分，尤其
是《蒙古秘史》中的13世纪的某些词汇，虽然在现代蒙古语中业已消失，却保留在达斡尔语中。
从成吉思汗时期开始，不少契丹族首领相继率领军民投附蒙、元政权后，不仅参加了推翻金和南宋政
权的许多战役，而且为蒙古族诸汗担负了镇守各地的任务。
作为达斡尔族先民的契丹人，在与蒙古族发生密切联系的过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受到
了很大影响。
近代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面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国内大汉族主义者的统治，相邻而居的达
斡尔族人民和蒙古族人民携手并肩，为民族的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存在相同相近的词汇，这是两个民族长期为邻和友好交往的结果。
在大汉族主义者掌握国家政权的民国时期，人口很少的达斡尔族不被承认为单一民族。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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