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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华大地上，早在秦汉时期，我国便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由多民族构成。
然而，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汉族和人数较少甚至很少的55个兄弟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内，
具有这样民族构成的国家，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历史赋予我国的一个特色。
　　汉族人口众多，并非单纯靠人口的自然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大量吸收非汉
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秦汉时期在东南越人地区用兵及设置郡县，于越、闽越、东瓯等族，后来渐与汉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王朝对峙，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
此期中先后内迁的匈奴、羯、氐等族，后来基本与汉族融合。
在西南，成汉主李势在位时，今贵州境内的僚人大举迁入巴蜀，众至十余万户，后来大多与汉族融合
。
初唐史家在回顾南方民族与汉族融合的情况时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日蜒、日儴、日俚、日
僚⋯⋯，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
同之齐人，不复详载。
”①他们已列入郡县之内，成为编户齐民，说明为数不少已与汉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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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主编宋蜀华教授是中国民族学会会长、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会顾问，副主编陈克进教授是本中心兼职教授。
主要撰稿人祁庆富教授是中心主任，白振声教授是中心学术带头人。
其他各位作者也都是中心的专职或兼职研究人员。
   《中国民族概论》 67 万字，包括理论和民族志两部分内容，是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少数民族的第一
部著作。
 征得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同意，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作为该书第一章
，使本书更具有理论性和权威性。
     该书建构出全新体系，上编集中论述中国民族的重大理论问题，共四章，包括《中华民族的多元一
体格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结构分析》、《社会主
义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下编为中国民族志，共五章，包括：《汉族》、《东北、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西北地区少数民
族》、《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
以地区为单位撰述民族志，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该书是一部重要的中国民族的理论著作，对于中国民族的研究，必将起到重大的影响。
     该书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首
次使用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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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历史简述　　一、西北各民族的渊源　　我国大西北，自古就有众多民族繁衍、生息。
由于地处东西交通孔道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历史上各民族流动、迁徙、聚散、交融之地。
因自然的或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的种种原因，一些民族迁来了，或游牧，或定居，并在与当地民
族的交融共处中发展、壮大；一些民族迁走了，或在留守故土中被后来者征服，或部分地留下来与后
来者融合为新的民族。
就这样东迁西移，南来北往，使西北民族的渊源呈现出一幅颇为复杂的画面。
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当前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对远古至先秦时代西北地区的主要族系作如
下简要的勾画：　　（一）西戎　　西戎亦称戎，是先秦时期我国西北地区的主要民族集团之一，早
在夏商时代，戎人就与夏朝、商朝有了各种交往①。
商末，地处西部以周原（今陕西岐山）为中心的周人势力渐强，在其向四周的拓展中，遇到的主要劲
敌是与之相邻的戎人。
由于戎人部落集团主要集中于周原以西的今甘肃东部陇西山地，故被称为西戎。
　　从西周至春秋末期，这些诞生于陇山东西和泾、渭、洛水流域的戎人部落，在与周秦的频繁交往
与争战中，不断向东移动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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