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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诸种因素及其
发展的内在规律。
全书共分八个章，具体包括中华各族的居住环境与多源多流；各民族的经济交流，相互促进，彼此依
存；各民族文化上的相互交融；各民族迁徒杂居，相互融合；历代民族政策日臻完善；主体民族的历
史作用；大一统思想和中华整体观念的形成；各族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形成血肉相连的关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中华各族的居住环境与多源多流第一节　中华地域一、半封闭型地理环境二、黄河、长
江流域——中华大地的腹心第二节　中华民族的多源多流一、汉民族的多源多流二、诸少数民族的多
源多流第二章　各民族的经济交流，相互促进，彼此依存第一节　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的民族形成不
同的经济类型一、我国古代游牧民族的形成与分布二、我国古代农业民族的形成和农业区域的分布格
局三、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经济结构及彼此相互需求第二节　先秦时期中原华夏族与周边民族的经
济交往一、尧舜时期及夏商周中原华夏族与周边各族的经济交流二、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的经济交流第
三节　秦汉统一把各族经济交流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一、秦朝的统一为各族经济交流创造有利条件二、
两汉时期把各族经济交流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各族经济相互依存一、三国
两晋时期各族的经济交流二、南北朝时期各族的经济交流第五节　隋唐时期各族经济交流的大发展一
、隋唐时期中原与东北及北方各族的经济交流二、唐代中原与西域诸族的经济交流三、隋唐时期中原
与南方及西南各族的经济交流第六节　宋辽金对峙时期各族经济交往不断一、北宋与辽、西夏对峙时
期各族经济相互依存二、南宋与金分立时期各族经济交往不断三、两宋时期回鹘、吐蕃及其他周边民
族与内地的经济交流第七节　元明清时期各族经济交流空前繁荣一、元代各族经济交流二、明代各族
经济交流三、清代各族经济交流第三章　各民族文化上的相互交融第一节　中华远古人类及其文化第
二节　先秦时期各民族的文化交融一、华夏民族的形成二、华夏文化与四夷文化的混融第三节　秦汉
时期大一统文化格局的形成一、秦汉大统一与汉族的形成二、新儒学的建立与汉文化的传播三、汉族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四、佛教传入与道教创建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胡文化交汇一、北方少数
民族的內迁及“汉化”二、汉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三、“三教同源说”与儒、释、道相互融会第
五节　盛极一时的隋唐中华文化一、中原汉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二、隋唐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
的吸纳三、各少数民族之间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四、唐代“三教共弘”的发展大势第六节　宋辽夏金元
时期文化的冲突与融会一、中原汉文化的播散二、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补益三、宋辽夏金元时期
的儒释道第七节　明清时期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一、少数民族对汉族传统文化的吸收二、明清时期宗教
文化的流变第四章　各民族迁徙杂居，相互融合第一节　先秦各族的迁徙与融合一、三苗西北徙和西
戎内迁后的变化二、周人、秦人由戎狄认同华夏三、东夷、北狄的华化第二节　匈奴、鲜卑等族的大
迁徙与大融合一、匈奴的迁徙与消失二、乌桓南下、西迁及去向三、鲜卑西迁、南下及演变四、氐、
羌的西迁、东徙、南下及去向五、百越的迁徙与流向六、柔然的迁徙与解体第三节　回纥、女真诸族
的迁徙和流向一、突厥族的迁徙与解体二、回纥、沙陀的迁徙及演变三、吐谷浑、党项的迁徙与流向
四、高句骊、渤海人的迁徙与消失五、契丹族的迁徙与去向六、辽金时期女真人的迁徙及与汉等族的
融合第四节　蒙古、回、满诸族的迁徙与变化一、蒙古族的迁徙及元明清时期的分布二、回族的迁徙
与分布三、满族的迁徙与分布变化第五节　汉族迁居周边地区和融入诸少数民族一、汉人被俘掠至周
边地区二、避乱世、天灾或反叛等逃入少数民族境内的汉人三、驻防、实边、流放周边地区的汉人四
、战斗中降没少数民族中的汉人第五章　历代民族政策日臻完善第一节　民族政策的实质和两重性一
、阶级关系和民族观决定民族政策的性质二、民族政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中华民族”的整体思
想是民族政策的精髓第二节　增进国家统一的羁縻州制一、羁縻州制的形成和演变二、羁縻州的特征
三、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的开明政策第三节　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土司制度一、元代土官制
维护了大一统局面二、完善于明代的土司制度三、改土归流使土司辖区纳入国家统一发展轨道第四节
　有利于民族交流和发展的和亲政策一、和亲是历朝民族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和亲增进国家的
统一和民族间的交流第六章　主体民族的历史作用第一节　主体民族的来源一、主体民族先世——华
夏族起源二、夏族的兴衰三、华夏族的兴盛第二节　华夏族的聚合与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一、华夏族
的分裂与统一二、汉民族的形成第三节　汉民族的发展一、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汉族二、宋辽金
元明清时期的汉族第四节　汉民族成为中华各民族的凝聚核心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稳定的共同地域
二、强大的国家政权和发达的社会制度三、人口众多，经济先进四、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第
五节　汉民族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一、在开发祖国边疆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二、在国家
分裂时期起稳定作用三、对周边兄弟民族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四、在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斗争中
发挥主力军作用第七章　大一统思想和中华整体观念的形成第一节　夏商周大一统思想的萌芽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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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明的多元起源与夏商周的兴起二、大一统思想的萌芽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的丰富与
发展一、春秋“尊王”与“华夷之辨”二、战国大一统理论的发展第三节　秦汉大一统政治的实现与
大一统思想的确立一、秦汉大一统二、汉代公羊学说的发展与大一统思想的确立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
正统之争与文化认同一、政权兴替与正统之争二、北族的汉化与南北文化认同第五节　隋唐宋辽金大
一统思想的发展一、隋唐大一统与“华夷一体”思想二、两宋“春秋学”与“正统论”三、辽夏金北
族王朝的汉化与认同第六节　元明清大一统思想的发挥与中华整体观念的形成一、元朝大一统与中华
整体观念二、明代的“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三、清代大一统思想的总结与中华整体观念的进一
步发展第八章　各族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形成血肉相连的关系第一节　各族同胞早期反抗殖民者的斗争
一、台湾与大陆同胞联合反抗荷兰殖民者的统治二、东北人民抵抗沙俄入侵第二节　中华民族反抗外
来侵略斗争的发端一、第一次鸦片战争二、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三节　各族同胞共御外侮、生死相依一
、西北各族人民保卫新疆的斗争二、各族同胞共同保卫台湾的英勇斗争三、西南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
争第四节　在反分裂斗争中中华一体观念进一步升华一、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二、
各族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丈分裂西藏的斗争第五节　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生存浴血奋战一、东北各族
人民的抗日斗争二、内蒙古人民的抗日斗争三、为保卫祖国独立而战的回族人民四、南方和西南地区
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救亡运动后记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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