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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滇史求索录》的这些文论多数是作者李惠铨的学术研究成果，是探索滇史、云南民族文化的，
有的从不同于前人的视角进行探索，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有不同于以往的见解；有的则对以前的成
说进行辨析，阐述自己的新意见。
有的文论的观点曾被《彝族文化史》、《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郑和论丛》、《中国通史史论
辞典》所引用，有的被收入相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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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惠铨，云南人民出版社编审，曾任社副总编。
1942年农历七月生于云南大理，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占代史专业毕业。
从事编辑出版40多年，1992年起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组稿并编辑的《纳西象形文字谱》、《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徐霞客游记校注
》等书共200多部先后出版，有60多部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国图书奖、全国及省优秀图书奖；审
订300多部书稿。
出版有《郑和》，发表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诞生及其早期理论》、《（南诏图传&middot;文字卷
）初探》等论文及书评百余篇，参加编撰《南诏大理国历史大辞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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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诞生及其早期理论《南诏图传&middot;文字卷》初探唐代白蛮的祭天与原始蛇
神崇拜&mdash;&mdash;《南诏图传&middot;画卷》新释二则南诏国的黄金南诏国王室银椁金瓮棺之谜
郑和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地位郑和身世及其远洋航海之谜庄蹻入滇绝非&ldquo;汉族首次移民滇
池&rdquo;马可&middot;波罗未到过云南明朝云南按察副使林俊毁佛事辨正（外二题）明代云南按察副
使王士性及其《广志绎》《山中逸趣序》作者辨正惠通桥始建及命名年代考辨近代民间史学家夏正寅
中国民族研究的历史丰碑&mdash;&mdash;记云南《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及民族史诗的出版云南史学的
新成果&mdash;&mdash;读《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灿烂的云南古代文化画卷&mdash;&mdash;《云南考古
》关于古代民族识别研究的新著&mdash;&mdash;《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蒙古族历史研究的一项成
果&mdash;&mdash;《云南蒙古族简史》评介《纳西象形文字谱》简介云南史坛的春天&mdash;&mdash;
近年云南史学著作巡礼评介《徐霞客游记》及其第一部注释本古籍整理的重大成果&mdash;&mdash;记
《徐霞客游记校注》的出版两岸文化交流的璀璨明珠&mdash;&mdash;台湾版《徐霞客游记》简介有特
色的古塔研究新著&mdash;&mdash;评介《大理古塔》评《中国西南民族史》文物古籍合璧放异
彩&mdash;&mdash;简介《宦海日记校注》彝族史研究的新收获&mdash;&mdash;读《武定凤氏本末笺证
》古籍整理的不苟之作&mdash;&mdash;读《滇云历年传》校点本深厚的文化底蕴&mdash;&mdash;读《
云南古佚书钞》盛世修志结硕果&mdash;&mdash;读新县志《弥勒县志》《镇雄县志》名山神韵
照&mdash;&mdash;读新名山志《巍宝山志》重放异彩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mdash;&mdash;《楚雄彝族
自治州旧方志全书》述评新时代的宏伟文化工程&mdash;&mdash;新纂《云南省志》简介富有个性和创
见的学术成果&mdash;&mdash;读《马颖生史志论著选》云南道教历史研究的里程碑&mdash;&mdash;简
评《云南道教史》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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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资产阶级在欧美各国逐步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
世界上成为一种实力强大的巩固的社会制度。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飞速进步，自然科学涌现出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发明，社会科学诞
生了许多新兴学科，许多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为人类创作了无数的不朽作品。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这一名著中指出：&ldquo;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
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
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mdash;&mdash;过去哪
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rdquo;　　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大大促进了人们思想的活跃，使得人类对自
然界和社会的认识日趋深化。
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世界观在19世纪中叶终于被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世界观所打破，一些资产阶级
史学家和哲学家对于政治事件更替的规律性和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的现实性已经有所认识。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黑格尔的辩证思想；法国哲学家卢梭阐述的社会契约论对人类社会国
家制度根源的探索和猜想，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hellip;&hellip;这都说明资产阶级进步
思想家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从它产生之日起直到将来，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
　　自然科学中，德国科学家迈尔、英国物理学家焦耳、英国律师格罗夫等人的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
，德国生物学家施旺、植物学家施莱登的动物及植物的细胞学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等人的进化论
等三大发现，为资产阶级的哲学和世界观，注进了全新的内容。
尤其是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巨著的发表，明确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论证了物
种是可变的，正确地阐述了生物适应性。
进化论震撼了科学界，对社会科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正是在进化论的影响和渗透之下，资产阶级民族学理论形成了最初的古典进化学派。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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