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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持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是学校“211工程”项目的内容之一。
所谓“211工程”是指国家在21世纪重点办好100所左右的大学，使这些大学不仅成为国内高校的龙头
，而且在世界同行中也应有重要的影响。
科学研究是办好大学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系承担的这个书系，正是在我校列入此项工程之后开展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将它
视作学校整体建设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它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历史系的建设，也关系到学校科研的整
体发展。
这么说是不是我们有点自言其重了 ？
也许不排除这种想法，但更多的是我们从学校和历史系双重角度着眼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中央民族大学从1951年建校开始，历史系（1956年设置）就成为学校比较有特
色学科的组成部分，它在学校发展中以培养优秀人才和科研见长，并形成自己的特点，即使在今天人
文基础学科不太景气的时候，历史系的厚重学术和踏实学风仍旧得以保存。
我们希望这种风气持续下去并发扬光大，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中央民族大学是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起家并形成特色的，现在我们虽然朝着综合性大学全方位发展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长项和特色仍然是学校长久持续的核心内容，历史学、民族学、民族语言文
学这些特色学科的地位只能越来越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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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民族关系论稿》收录的文章，有些在报纸杂志刊发时做了较大的压缩，这次基本按原稿发
排；有些论文存在部分交叉重复的现象，这次在保持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做了适当的删节，供读者阅
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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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梧桐 1935年11生于福建省安溪县蓝溪畔的小村子，195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历史系主任，中国明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
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朱元璋研究会顾问。
发表史学论文西余篇，出版《朱元璋研究》、《黄河传》、《中国军事通史·西汉军事史》（第一作
者）、《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主编）、《中国历代名将》（主编）、《中国文化杂说·民族文化
卷》（主编）等多部著作．并参与编撰《黄河文化》（兼常务副主编）等多部作品。
论著多次获国家级和省市级奖．其中《黄河传》一书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因有突出贡献，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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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运用民族平等原则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关于处理我国民族关系史若干原则的商榷正确
阐述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论中国的历史疆域论我国各族人民友好合作关系形成的原因及其意义正确对
待我国历史E的少数民族及其与汉族王朝的战争论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如何对待涉及民
族关系的爱国主义加强对少数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研究西汉王朝开拓边疆斗争的历史意义论明王朝的
民族观与民族政策明朝民族事务管理机构述略明代内地向边疆地区的移民及其意义论朱元璋对蒙古的
“威德兼施”政策论朱元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德怀为主”政策明太祖与明成祖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
营永乐至宣德的政策失误与“土木之变”明代宦官势力干预北部边防的严重后果明末清初社会矛盾的
变化与洪承畴、郑成功、施琅的评价问题明清松锦之战与洪承畴的功过评价郑成功的爱国主义思想及
其相关的评价问题论郑成功抗清的英雄业绩论郑成功驱倚复台的英雄业绩论施琅统一台湾的历史功绩
施琅统一台湾与闽台区域文化的形成论李光地对清初统一事业的贡献朱元璋民族成分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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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秦统一以后，两千多年来，中国基本上以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存在于世界。
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
在分裂时期，有汉族王朝之间的对立，也有汉族和少数民族王朝之间的对立。
在统一时期，中原王朝大多数是汉族地主贵族建立的，但也有元和清等王朝是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
而且边疆的少数民族往往也建立过地区性政权，其中有的接受中原王朝的管辖，有的则只同中原王朝
保持某种联系而不受管辖。
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反映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历史教学应当正确地叙述和评价这
些少数民族的地区性政权和王朝。
　　首先，古代少数民族建立地区性政权和王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历史现
象。
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特点之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主要地位。
这一封建经济条件，决定了秦统一后，一方面是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另一方面则
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
这样，在中原王朝力所不及的某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地区性政权就会继续存在下来。
当中原王朝趋于衰落时，内地封建割据势力纷起，边疆少数民族也乘机建立王朝，彼此展开争夺全国
统治权的斗争，这便形成割据分裂的局面。
但是，由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已逐渐形成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彼此在生
产和生活上都互相依存，统一毕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因此，经过短暂的割据分裂，在人民的斗争和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全国又复归于统一，重建新的中原
王朝。
有时随着中原王朝的更换，统治民族也发生了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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