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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纪念日。
在这个伟大节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谨向为创造祖国历史、为振兴中华而辛勤劳动的各族人民献上一
份礼物一一《中国民族文化百科》。
　　《中国民族文化百科》是用系统性的编排方式，全面完整地介绍我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大型百科工
具书。
她的编纂出版，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文化基本建设，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对贯彻执行党
的民族政策、普及民族文化知识、促进民族团结和中外文化交流，都会提供多方面的帮助。
　　几千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东方古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共同创造、了中华辉煌的历史和灿烂文
化。
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国民族文化百科》采用广义文化的概念，在重点叙述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广泛地涉及了汉文
化。
这是由我国各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特点和少数民族与汉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所决定的
。
《中国民族文化百科》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我国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
全书由序言、前言、凡例、目录、正文、附录和后记等部分组成。
正文是全书的主干部分，包括总论、民族理论、政策、法制、哲学、政治、伦理、心理、人口、语言
、文字、历史、考古、人物、服饰、饮食、建筑、交通、婚姻、丧葬、禁忌、宗教、节日、人名、资
源、特产、名胜、经济、科技、医药、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和民族工作等35个部分。
附录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些知识点，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情况简表、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简表、　中国民
族语言系属简表、　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统计表、中国民族工作大事记等19个部分。
全书内容丰富，具有全面性、知识性、系统性、实用性的特点。
希望这套书能满足民族工作者、民族院校和其它高等院校师生、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各条战线上关
心民族问题和民族文化的读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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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中华民族的早期族体一 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二 中华民族早期族体的形成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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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中华民族的形成一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形势与任务二 各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三 中华民族的形
成第二节 中华民族意识的强化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形势与任务二 中华民族意识的强化第三章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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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第一节 民族理论学科的建立一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二 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建立三 中国民族
理论研究的发展第二节 民族理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一 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二 民族理论学科的研
究内容三 民族理论学科的性质第三节 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展望一 加强民族理论学科的建设二 完善民
族理论学科体系三 突出民族理论学科的特点第二章 民族实体理论第一节 民族产生及民族概念一 民族
形成的基本条件和般规律二 民族概念的出现及其历史发展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产生第二节 民族
的基本属性和基本特征一 民族的基本属性二 民族的基本特征三 民族的基本历史类型第三节 民族基本
结构和基本素质一 民族的基本结构二 民族的基本素质三 民族结构与民族素质的关系第三章 民族发展
理论第一节 民族发展的基本动因和内容一 民族发展的基本动因二 民族发展的基本内容三 民族发展的
基本模式第二节 民族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一 民族发展的基本条件二 民族发展的基本环境三 民族发
展的基本趋势第三节 民族消亡的基本条件和过程一 民族同化及其特点二 民族融合及其特点三 民族消
亡的时间、条件第四章 民族问题理论第一节 民族问题概念一 什么是民族问题二 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
三 民族问题的基本内容和性质第二节 民族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一 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二 民族
问题与社会革命的关系三 民族问题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第三节 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第三篇 民族
政策第四篇 民族法制第五篇 民族哲学第六篇 民族伦理第七篇 民族心理第八篇 民族人口第九篇 语言文
字第十篇 民族历史第十一篇 政治制度第十二篇 民族考古第十三篇 民族人物第十四篇 民族服饰第十五
篇 民族饮食第十六篇 民族建筑第十七篇 民族交通第十八篇 民族婚姻家庭第十九篇 民族丧葬第二十篇 
民族禁忌篇第二十一篇 少数民族宗教第二十二篇 民族节日第二十三篇 民族人名第二十四篇 民族自治
地方第二十五篇 自然资源第二十六篇 民族特产第二十七篇 名胜古迹第二十八篇 民族经济第二十九篇 
民族科技第三十篇 民族医药第三十一篇 民族教育第三十二篇 民族文学第三十三篇 民族艺术第三十四
篇 民族体育第三十五篇 民族工作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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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些统治办法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朝在边远地区设立众多羁糜府州、元朝创立的明清都推行的土司土官制度，都渊源于秦汉。
民族分治是中原王朝统治疆域内各民族的重要方面，它渊源于秦汉的属国制度。
十六国时期，由于淮水以北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各国统治者不论少数民族还是汉人都推行民族分治政
策，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两套官制和两套统治系统，一套统治汉人，一套统治各内迁的少数民族，实际
上是从俗而治。
辽朝推行的南、北面官制度，南面官治汉人，北面官治包括契丹在内的各少数民族。
元朝的四等人制度，实质上也是从俗而治。
另外，元、明、清都利用喇嘛教加强对西藏的统治，清朝还利用喇嘛教加强对蒙古族的统治。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的趋势是中原王朝越来越加强对边疆地区各族的统治，清朝在土司土官地区实
行大规模地改土归流，以及在东北、内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分别设立都统、将军、各种大臣等
，都是加强对边疆地区统治的集中表现。
君臣隶属关系，是指中原王朝与疆域外的少数民族政权的主从关系。
如西汉与南越国的关系，呼韩邪单于时期的汉匈关系、隋与东突厥的关系、唐与南诏的关系、唐与回
鹘的关系等，都属于此类。
这种君臣隶属关系不仅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经济、文化联系，而且战争少，容易促进相互了解，为这
些地区逐渐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创造了条件。
和平共处关系，是指中原王朝与疆域外少数民族政权平等往来关系。
往往以通使、通贡及互市等方式进行往来。
如西汉初的汉匈关系、东汉与北匈奴的关系、北魏与柔然的关系、明与蒙古的关系等，都属于此类。
在这种关系中，也经常伴随着战争、和亲关系。
不论如何，相对的长期友好往来，和平共处，对这些民族地区逐渐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对这些民族最
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都起了重大影响。
和亲关系，实际上是政治上的联婚，在中国古代已经成为民族间友好相处的象征。
它存在君臣隶属关系、和平共处关系之中。
西汉昭君出塞、隋与突厥和亲、唐与契丹、奚的和亲、唐与回鹘的和亲，皆属于前者。
西汉初与匈奴的和亲、汉与乌孙的和亲、唐与吐蕃的和亲等，皆属于后者。
其中汉初的汉匈和亲一直影响到十六国，前赵建国者刘渊、夏建国者赫连勃勃都记忆犹新，南匈奴贵
族改姓刘正是这种和亲关系的产物。
唐与回鹘的和亲一直影响到北宋，西迁的回鹘仍承认与宋为“甥舅之国”。
唐与吐蕃的和亲，一直到今天仍是汉藏人民口碑相传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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