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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民族 发展 史概 说

尤 中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厉史文化的民族
，

从距今��� 多万年前的禄丰腊玛古 猿 封

���万年前的元谋猿人
，
从新石器时代的古代族群到今天��多种民族

，
中 华 民族经

历 了一个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

该文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了整个过程
。

作者认为
，
这

个历史过程的时问是浸长的
，
道路是 曲折的

，
各民族都曾为中国的古代文明做出过

贡献
，
他们之 间的兄弟感情经受了复杂历史坏境的考验

。

中华各民族的这种兄弟感

情是深厚的
，
是牢不可破的

。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
。

自从猿转变为人的时候开始
，
中华各

民族的祖先
，
就劳动

、

生息在亚洲东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
。

云南省禄丰县发现完整的腊玛古猿的头骨化石
。

这种古猿生活的时间距今���万年
。

古猿

经过若干万年的演变
，
形成了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猿人

。

云南省元谋县发现两颗猿人牙齿化石
。 “

元谋猿人
”
生活在距今���万年以前

。 “
元谋猿

人
” 已经懂得了用火

。

人类从懂得用火的时候开始
，
便不再受地域和气候的限制

，
为寻求更

适宜于自己生活的环境
，
沿着山川河流移动

，
伴随着人 口的不断增多而分布到更为广阔的地

方去
。

四川
、

云南
、

贵州境内都不断发现旧石器时代早
、

中
、

晚期的文化遗址和人类 化石
。

西南以外的中国其他地方
，
则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陕西蓝田猿人

，
北京猿人 ， 中期的山西襄汾

丁村人
、

大荔人
、

高阳许家窑人
，

广东曲江马坝人
，
湖北长阳人 ， 晚期的河套人

，
河南安阳

小南海文化
，
河北阳原虎头山梁文化

，
山西沁水下川文化

，
北京山顶洞人

，
吉林榆树周家油

坊文化
，
广西柳江人

， “
一等等

。
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

，

中华民族的祖先留下的文化遗址
，

已经遍及当今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
难以一一枚举

。

我国发现的中更新世末到晚更新世初期的早期智人化石
，
已经显示出向现代蒙古人种方

向发展的性状
。
到更新世末期的晚期智人化石

，
则已显示出某些蒙古人种演化方向的地区差

异
。

华北山顶洞人和华南柳江人的形态差异
，
意味着在蒙古人种形态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经

表现出体质上的多态性
。
这是长时期内分布在不同的地区

，
受不同地理环境影响的结果

。

从旧

石器晚期人类化石的南北不同的多态现象
，
发展到各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属性质大体上

接近现代同地区的蒙古人种的各地方类型
，
反映了我国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人类在体质

上的发展关系是很清楚的
。

从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中
，
可以看�妞我国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

代的居民之间
，
体质上存在明显的承续

、

发展的人种学序列
，
基本上是在蒙古人种主干水平

上发生和发展的
。

根据新石器时代的体质人类学资料
，
可以看出当时我国境内蒙古人种中种

系的分布状况
，

各不同种系间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别
。

公元前五千年至四千年左右
，

黄河中游地



区的仰韶文化居民与黄河下游山东
、

苏北一带大坟 口文化居民
，
体质上已存在地方性差异

。

较晚的河南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的体质与上述两个
“
族群

”
都比较接近

。

黄河上游甘
、

青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之间
，
体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
前者比后者更接近现

代华北类型
，
应区分为不同的古代族群

。

南方则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居民 的 体 质 特

征
，
代表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居民

，
有别于北方地区的古代族群

。
参见 《 新中国的考古 发 现

和研究》 ，
����年

，
文物出版社出版

，
第���一���页

�

总之
，
到新石器时代中

、

晚期
，
我国境 内 从

北方到南方
，
从东北到西南

，
到处都分布有原始的民族群体

。

它们基本上都属于蒙古人种
，

但却存在地区之间的差别
。

阿尔泰语系各兄弟民族的祖先部落活动在从东北经北方至西北地

带
。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兄弟民族的祖先部落活动在从西北到西南区域
。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

兄弟民族的祖先部落活动在东南沿海地带到华中和西南的一部分地方
。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

祖先部落分布在华中西部与西南东部连接地带
。

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各部落活动在西南的

栩抢江
、

怒江中
、

下游东西两岸地带
。

华夏族 �汉族的前身�的祖先则已定居在中原地区
。

传说中的炎帝和黄帝
，
正处在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

。

他们是中华民

族祖先的代表人物
。

他们代表着一个人 口众多的原始族群
。

这个原始族群
，
在相当的一个时

间阶段内
，
活动及于北方

、

西北到西南和中南的广阔空间范围内
，
与近亲的或不相同的族群

之间有着频繁的接触
。 《史记

�

五帝本纪 》 说 �

“
黄帝居轩辕之丘

，
而娶于西陵之女

，
是为螺祖

。

螺祖为黄帝正妃
，
生二子

，……其一日玄嚣
，
是为

青阳
，
青阳降居江水， 其二 日昌意

，

降居若水
。
昌意娶蜀山氏女

，
日 昌淮

，
生高阳

，
高阳有圣德焉

。 ，

扛水指今氓江， 若水指今四川凉山州境内的雅碧江
。

可见
，
当时黄帝族人活动在从中原经西

北到西南地带
。 《史记

�

五帝本纪 》 又说
，
黄帝代炎帝之后

，
发动对同一族群内部不同部落

之间的兼并战争
，
这种兼并战争又扩大到不同的族群中去

。

这是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

渡期间
，
民族群体的融合与混合现象

。

黄帝在征服与兼并的活动中
， “

东至于海
，
登丸山

，

及岱宗
。

西至于空桐
，
登鸡头

。

南至于江
，
登熊湘

。

北逐荤粥
，
合符釜山

，
而邑 于 琢 鹿 之

阿
。 ”

丸山在今山东临胸县境内， 岱宗即泰山
。

空桐山在今甘肃酒泉县境内， 鸡头山在今宁

�固原县
。

熊湘指熊耳山和湘山
。

熊耳山在今河南卢氏县南部�湘山在今湖南岳阳县西南
。

荤

粥即后米秦
、

汉时期的匈奴，釜山在今河北怀来县境内， 琢鹿山在今河北琢鹿县东南
。

只有东

南沿海地带为黄帝族人活动尚未及
。

东南沿海地带的原始族群显然就是以浙江余姚河姆渡的

新石器文化为代表
。
这个原始的民族群体与炎黄族群之间联系很少

，
所以不见于 《史记

·

五

帝本纪 》 的记录
。

而 《史记
·

越王勾践世家》 则说�

“
越王勾践

，
其先禹之苗裔

，
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
封于会稽

，
以奉守 禹 之 祀

。

文 身 断

发
，
披草莱而 邑焉

。 ”

按
，
夏禹乃黄帝之后裔

。

所谓越王是
“
禹之苗裔

” ，
只能理解为在进入阶级社会的夏朝时期

，

南方
、
东南沿海地带的越族 �河姆渡原始居民的后裔�

，
才开始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发生联

系
。

夏禹是黄帝族的后裔
。
而华夏族是以原来的炎黄族群为核心形成的

。 《史记
·

夏本纪 》

说
。

�夏禹
，
一名文命

。
禹之父日练

，
抓之父日帝顺项

，
翻项之父日昌愈

，
昌意之父日黄 帝

。
两

者
， 、

黄帝之玄孙而帝抓项之孙也
。 ，

一

�



�禹开始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的第一个夏王朝
。

夏王朝的建立
，

使中原地区的华 夏 族 得 以

发展和巩固
，
并进一步展开与邻近其他兄弟民族群体的联系活动

。 《史 记
·

夏 本 纪 》 说
，

夏禹的治水活动
，
东北影响及于

“
鸟夷

”
区域

。

关 于
“
鸟夷

” ， 《史记
·

集解》 说� “
郑玄

日 �
东 ��匕� 〔方 〕之民 �赋� 〔搏〕食鸟兽者 ” 。

亦即后之肃慎
。

则夏禹时期
，
华夏族与东北

各族己经有联系
。

又西北及于弱水流域
。

弱水即今甘肃西部的弱水
、

黑河
，
或称张掖河

。

则

夏禹时期
，
华夏族与西北各族亦有联系

。 《史记
·

夏本纪 》 说 � “
帝禹东巡狩

，
至于会稽而

崩
。 ”

则夏禹时期
，
华夏族与南方的越族亦确实有了联系

。

西南各族地区此时与华夏族的联

系较之炎黄时期更进了一步
。 《 史记

·

夏本纪 》 说 � “
华阳黑水惟梁州

，
坟蟠既载

，
沱浑既

道
，
蔡蒙旅平

，
和夷底绩

” 。

黑水指澜沧江或金沙江，“
和夷

”
指黑水流域的山区民族群体

。

夏朝时期
，
中原的华夏族与东北

、

西北
、

北方
、

西南
、

南方和东南沿海地带各民 族 群 体 之

间
，
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

，
开始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

。

公元前十六世纪左右
，
继夏朝之后建立起来的商朝

，
也是以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为核心

，

进一步对四周的各民族群体展开联系
。

当时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主要是氏羌族群
。

最初
，

炎帝族和黄帝族都与氏羌是近亲集体
。

后来
，
以炎

、

黄族群为核心形成华夏族
。

而分布在西

北和西南地区的氏羌各部落群体
，

由于历史的各种条件
，
与华夏族之间产生了差别

，
落后于

华夏族
，
成为了另一个民族群体

。

甲骨文中有
“
羌方

” �部落�
、 “

来羌
” 、 “

获 羌
”
等

字， 《诗经
�

商颂 》 说 � “
昔有成汤

，
自彼氏羌

，
莫敢不来享

，
莫敢不来王

。 ”
反映了商朝

时期华夏族与氏羌族群的关系
。

又 《逸周书
·

商书
·

伊尹朝献 》 说 � “
伊尹受 〔汤〕命

，
于是

为四方令日
�
臣请正南

�
欧邓

、

桂国
、

损子
、

产里
、

百膜
、

九菌
，

请令以珠巩
、

俄猖
、

象齿
、

文犀
、

翠羽
、

菌
、

鹤
、

短狗为献 ”
一

。 ”
反映了当时华夏族与南方

、

东南沿海至西南地区的

“ 百越
” 、

孟高棉民族群体之间的联系
。

统一的形势继夏朝之后仍然在向前发展
。

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
，
周朝代替了商朝

。

周武王在建立周朝的活动中
，

得到邻近的氏羌
、

百演
、

男等民族群体的支持
。 《 尚书

·

牧誓》 说 �

“
王 日

�
磋， 我友邦家君

， ”
一及庸

、

蜀
、

羌
、

华
、

微
、

卢
、

彭
、

浪人
。
称尔戈

，
比尔干

，

立尔矛
，
予其誓

。 · “ 一 ”

庸
、

蜀
、

羌
、

掌
、

微
、

卢
、

彭
、

淮人都参加了周武王讨伐商封王的队伍
。

庸族在今湖北西北

部， 蜀族在今四川西部， 羌族的部落之近周者在今陕
、

甘
、

青
、

川连接地带� 男或谓即苗
，

他们当时的聚居区是今川
、

鄂
、

湘
、

黔连接区域 ， 卢族或为今川
、

滇
、

黔间的彝族先民， 膜

族是南方
、

东南沿海
、

西南东部一带的
“
百越

” ，
参与周武王伐封的这部分

“
百越

” ，
当为

分布在西南东部地带者
。

西周时期
，
中原的华夏族与上述各兄弟民族群体之间

，
一直保持着

密切的联系
。

进入东周的春秋 �公元前���一���年�
、

战国 �公元前���一���年�时期
，
原来落后于

中原华夏族的另一部分民族群体的经济文化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
与华夏族之间的联系也进一

步加强
，

最终与华夏族融合而在秦朝统一后形成了汉族
。

汉族的形成
，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

上是一个飞跃， 原来落后于华夏族的兄弟民族群体
，
此时除了加入华夏族共同形成汉族的那

一部分之外
，

其余部分仍落后于汉族
，
分别形成围绕在汉族四周的另一些兄弟民族群体

。

例

如
�
蜀族原来是氏羌中的曳人

。

公元前���年
，
秦国灭了蜀国

，

蜀族开始与华夏族融 合
。

但

蜀族的近亲分布在蜀国西北部
、

西部
、

西南部和南部边境的氏
、

羌
、

英
、

史
、

昆明等兄弟民族

群体
，
则向着形成不同民族的方向发展

。
巴族原来也应该是从氏羌中分化出来的

。

公元前���



年
，

秦国灭了巴国之后
，
巴族中的先进部分也开始与华夏族融合

。

巴族中落后部分之分 布 在

她国与巴国交接地带的山区的部分
，
也向着形成不同民族的方向发展

。

楚族原来是江淮荆州

的
“
三苗

”
中的一部分

。

公元前���年前后
， “
三苗

”
中的先进部分建立了楚国

，
形 成 了 楚

族
。

而楚族没有把近亲而落后的其他
“
苗蛮

”
部落融合为一个民族

。

公元前���年
，

秦灭楚
，

楚族与华夏族融合之后
，

成为了形成汉族的核心部分， 落后于楚族的
“
苗蛮

”
部落群

，
则向

着形成不同民族的方向发展
。

南方
、

东南沿海地带的
“
百越

”
族群的分布面很广

。

还在夏朝

时期
，
它的部落群的分布

，
便从今浙江省往西南沿海至越南北方

，
今贵州

、

云南的一部分地

方
，
也散布有

“
百越

”
的部落

。

春秋末年
，
越人中的先进部分

，
在今浙江省一带 建 立 了 越

国
。

公元前���年
，

越国为楚国所兼并
。

之后
，
随着楚国为秦国所灭

， “
百越

”
中的先进部分

与楚族一齐融合入汉族， “

夏越
”
中的后进部分

，
则仍散布在南方沿海地带至西 南 东 部 区

域
，
向着形成众多不同民族的方向发展

。

秦
、

汉的统一
，
为汉族的进一步发展

、

巩固
，
以及汉族与四周各兄弟民族联系的加强和

政治上继续不断的统一
，

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

中国自秦
、

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
。

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
以汉族为主体

，
不断地团结四周各兄弟民族

，
使中华民族得

以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

汉族的分布区域
，
最初以中原地区为中心

，
向四周的各兄弟民族地区辐射

。

从东北经北方至西北
，
分布着阿尔泰语系各兄弟民族的部落

。

秦
、

汉时期
，
它们分别称

之为东胡
、

山戎
、

肃慎
、

抱娄
、

乌桓
、

鲜卑
、

匈奴
、

乌孙等
。

从西北到西南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各兄弟民族
，
它们当时称为氏

、

羌
、

焚
、

史
、

昆明
、

摩沙等
。

或被概称之为
“
夷

” 。

从南方沿海地带往西抵西南东部
，

是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各兄弟民族
，
它们 当 时 称 为

“
越

” 、 “
百越

” 、

浪
、

僚
、

鸡僚
。

中南西部与西南东部连接地带是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兄弟民族
，
它们当时称为

“
苗

”
或

“
蛮

” 、 “
南蛮

” 。

另有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一些部落
，
分布在西南边境的澜沧江

、

怒江中
、
下游东西两

岸地带
，
它们当时称为苞满

、

闽璞 �亦简称液�
。

四周各兄弟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与汉族不一样
，
一般落后于汉族， 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

济文化生活也各有差别
，
发展并不平衡

。

北方的匈奴等与秦朝
、

汉朝都有联系
，
但在政治上仍处在对立的状态之中

，
并 不 曾 统

一
。

西汉开始在北方 �今内蒙古�的一部分地方设置了郡县
，
用以联系北方各兄弟民族，同时在

今新疆及其附近地带设置了西域都护府
，
统一了西北的各兄弟民族地区

。

东汉继西汉之后
，

在西北设置西域长史府
。

秦朝时期便开始对南方的
“
百越

”
地区进行开拓

，
设置了南海郡 �驻今广州�

、

桂林那

�在今广西中部�
、

象郡 �驻今广西崇左附近�
，
在中南的

“
苗蛮

”
地区设黔中郡 �驻今湖

南沉陵�
，
在西南的北部开通

“
五尺道

” �达今了南曲靖市�
，

赞巴郡 �驻今重庆�
、

蜀郡

�驻今成都�边境设县
，
使统一的范围发展到西南东部

、

南部和西南部边境的各兄弟民族地

区
。

西汉武帝时
，
在北却匈奴

，
西通西域

，
南伐南越的同时

，
展开了对西南边境各兄弟民族

地区的经营
。

公元前���年
，
西汉王朝打破了秦末以来南越赵氏的割据政权

，
继秦朝之后在南



方
“
百越

， 地区设置了珠崖
、

循耳 �在今海南岛�
、

南海 �驻今广州�
、

苍梧 �驻今梧州市�
、

郁林 �驻今广西桂平西南�
、

合浦 �驻今广西合浦东北�
、

交趾 �驻今越南河内市西北�
、

九宾 �驻今越南清化西部�
、

日南 �驻今越南广治� 等九那
。

公元前 �� 年至公元前 ���年

间
，
又征服了夜郎

、

滇国等
，
在

“
西南夷

”
地区设置了祥柯郡 �驻今贵州福泉�

、

越热郡 �驻

今四川西昌�
、

沈黎郡 �驻今四川汉源附近�
、

坟山郡 �驻今四川茂坟羌族自治县�
、

武都

郡 �驻今甘肃成县西北�
、

益州郡 �驻今云南晋宁县晋城�
。

至此
，
除西南边境的澜抢江

、

怒江中
、

下游东西两岸和大渡河上游以西地带之外
，
南方和西南的各兄弟民族地区都加入了

祖国的版图
。

再至东汉永平十二年 �公元��年�设置永昌郡 �驻今云南保山县东北�之时
，

除大渡河上游西部地带之外
，
东汉王朝完成了对西南各兄弟民族地区的统一

。

政治上的统一
，
有利于边疆各兄弟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

，
有利于边疆各兄弟民族经

济文化的向前发展
，
加强了民族团结

。
从汉武帝在南方和西南各兄弟民族地区设置郡县的时

候开始
，
两汉王朝除从内地派遣官吏到各兄弟民族地区去充当太守

、

县令以行使统治权力之

外
，
又尽量地迁移一些汉族人 口到边疆兄弟民族地区进行屯田垦殖

。
针对这些地区的情况与

权族地区不同
，
所以两汉王朝在各兄弟民族中采取了特殊的民族政策

，
即所谓

“
羁 魔

”
政

策
。

其实质在于保留各兄弟民族内部的政治
、

经济结构不变
，
然后通过他们中间的 七层分子

来进行贡纳的征收
。

这种封建主义民族政策的实施
，

保证了多民族国家疆域的统一
，
有利于

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直接交流
，

共同发展
，

有利于加吸民族之�句的团结
。

然而
，
在阶级社会

中
，
既存在着阶级剥削

，
则民族压迫也就不可避免

。

所以
，
两汉时期

，
南方

、

中南和西南各

兄弟民族中的反抗
，
也在不断的发生

。

自三国经两晋至南北朝 �公元���年至���年�
，

是中华各民族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

民族迁徙
、

融合及民族群体内部
、

民族群体之间的重新组合
、

分别发展的时期
。

分布在从东北经北方至西北的抱娄
、

勿吉 �原肃慎�
、

奚 �原东胡的一部分 �
、

契 丹

�原东胡的一部分�
、

室韦 �原肃慎的一部分�
、

鲜卑
、

匈奴
、

柔然 �亦称蠕蠕
，

首领为鲜卑

人�
、

高车 �亦称丁零
，

原为匈奴的一部分�
、

铁勒 �原为匈奴中的一部分�
、

氏
、

羌
、

吐谷

浑 �原为鲜卑中的一部分�
、

乌孙等等
，
除仍在原地自行分化与重新组合及流动迁徙的部分

之外
，

有一部分从原分布区域南下与北方的汉族相杂居
，

南下与汉族杂居的部分
，
东晋时期

在北方建立
“
五胡十六国

” ，
南北朝时期逐渐与北方的汉族相融合

东晋以后
，
汉族中统治阶级建立的政权南移至淮河

、

长江以南地区
。

于是
，

一部分汉族

人口继秦
、

汉以来不断流入广州 �今广东
、

广西� 和交州 �今广西 �每部和越而北方�
，
促使

这里土著的一部分
“
百越

”
人 口与汉族相融合

，
巩固了南部边疆

。

从西北到西南
，
从中南到西南东部地带

，
氏

、

羌
、

焚
、

雯
、

昆明
、

摩沙
、

僚
、

蹼
、

鸿僚
、

苗
、

摇
、

闽浪等民族群体
，

也随着全国的形势而发展演变
。

三国初年
，
两汉以来迁入益州那

和样坷郡的汉族人 口
，
已经倾向于与当地的某些土著民族相融合

，
在政治上便出现了地方

“
大

姓
”
势力

。

这些
“
大姓

”
势力配合当时全国的形势

，
在地方发起民族分裂活动

。

诸葛亮南征

时打击的对象雍阎
、

孟获
，
他们的祖先虽然是汉族移民 但他们已经倾向于融合入焚族

，
成

为了焚
、

史
、

昆明等族中的统治者
，

诸葛亮南征之后
，
重新统一了西南各民族 地 区

，
继 承

两汉以来在西南各民族中实行的羁魔政策
，
团结地方民族上层

，

任命
“
大姓

”
中的代表人

物为蜀汉封建中央官吏和南中各郡的太守
、

县令等
，
使多民族的西南的统一政治局面得到发

展和巩固
，
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

及至南北朝时期
，
宁州 �今云南

、

贵



州�的
“ 大姓

” 、 “
夷帅

”
等地 方 民 族

�

�层
，
又配合当时的全国形势

，

在地 方 展开 兼 并

活动
。

到南朝梁统治时期 �公元 ���至 ��� 年�
，
白 �原来的焚�族中的贵族舜氏家族便 割

据了宁州地方
。

囊氏的有效控制区只是澜沧江以东的今云南省之地
。

在这一带地方
，
原先迁

入的汉族人 口完全加入了上著的白族
，

使白族的文化生活进一步与汉族接近
。

除 白 族 地 区

之外
，
西南其他地区的其他兄弟民族大多数恢复了他们古代的独立

，

各自闭关 自守
，
形成更

多
、

更为复杂而分散的小集体
。

即使在囊氏的 统 治 区 域内
，
白 �英�

、

史
、

昆明
、

摩沙和

一部分僚
、

淮族人
，
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别也仍然很大

。

分裂使民族自身陷入闭塞 落 后 的 困

境

隋
、

唐时期 �公元���至���年�
，
中华各民族又从南北朝以来的分裂走向重新统一

，
使

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另一个新的境界
。

但由于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
，

加之所采取
�
的民族政策措施失当

，
故局部民族地区也出现政治上的分裂

。

北朝以来
，
从边境进入北方内地与汉族共居的那部分匈奴

、

鲜卑
、

氏
、

羌等族的人口
，

已经全部与汉族融合了
。

仍然留在从东北到西北边境的部分称为室韦
、

鞋揭 �原勿吉�
、

奚
、

契丹
、

突厥 �原铁勒的一部分�
、

回绝 �原铁勒的一部分�
、

吐谷浑
、

党项羌等等
。

这些民

族群体分布的地方
，

都曾先后纳入唐王朝的版图
。

在此时间阶段内
，
这些民族群体中有少部

分直接与汉族接触的机会较多
，
逐渐加入了汉族 � 绝大部分则仍处在分化和重新组合的过程

中
，
向着不同民族的方向发展

。

最活跃的是突厥与回绝
，

他们原是南北朝时期铁勒中的一部

分
，
至唐朝天宝初年

，
回绝攻灭东突厥 ， 西突厥势力则在唐高宗时即行衰落

。

唐文宗时 �公

元���至���年�
，
回给内乱

，
为黯戛斯 �在今苏联境内叶尼塞河流域地带�所攻破

，

部众走

散
，
除少部分内移之外

，
大部分向西迁移

，
分为三支

�
一支移河西 �今甘肃�一支迁西域

，

以高昌 �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 ， 一支远徙葱岭以西
。

隋
、

唐王朝的西部
，
今西藏山南地区的各部落逐渐统一

，
进而把原来与西羌是近亲集体

的各部落兼并
，
控制了今青海和川西的甘孜州等地

，

建立了吐蕃王朝
。

吐蕃与唐朝既有密切

的联系而使藏族得以吸收汉族的经济文化
，
同时又互相矛盾纷争

。

藏族把过去西羌的绝大部

分都吸收了
。

至此
，
羌族便只剩下少部分人 口

，
散居在今川西北的阿坝州一带

。

中南到西南东部的苗
、

摇
、

僚等民族群体
，

与汉族杂居的部分
，
接受了汉族的影响

，

在

经济文化生活方面都有改变
，

少部分也与汉族融合了， 聚居在山区和边区的部分
，

隋
、

唐王

朝在他们中间设置了羁糜州县
，
任命他们本民族的 上层分子为羁糜州

、

县的刺史
、

县令
，
继

续实行两汉以来的民族政策
，
稳定和加强了这一带民族地区的统一

。

西南边境的今云南
、

四川西南和贵州西部地带
，

隋朝至唐朝中期
，
逐渐把南北朝以来分

裂的地方再行统一
。

至唐朝夭宝末年
，

澜沧江以东的广大地区都设置了羁糜州县
，
统一的形

势在向前发展
。

就在这时候
，

滇西洱海地区
“
乌蛮

” �彝族� 中的贵族势力强大起来了
。

这

就发生了汉族中大民族统治阶级与
“
乌蛮

”
等地方民族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

唐王朝没有采

取适当的民族团结政策
，
而是使用赤裸裸军事进攻的民族压迫手段

。

结果造成
“
乌蛮

”
贵族

建立的南诏政权在公元���年脱离唐朝而独立
。

西南边境的一大片国土分裂了� 南诏脱 离唐

朝之后
，

其辖境内的
“
白蛮

”
�白族

，

即原焚族�
、 “
乌蛮

” �彝族
，

原昆明和史族中分化出来

的�
、 “ 和蛮

” �哈尼族
，

原雯
、

昆明族中分化出来的�
、 “
施蛮

” 、 “ 顺 蛮
” �傈僳族

，

原

臾
、

昆明族中分化出来的�
、 “ 疚些蛮

” �纳西族
，
原摩沙�

、 “ 寻传蛮
， �景颇 族 和 阿 昌

族
，
原曳

、
昆明族中分化出来的�

、 “ 自衣
” 、 “

金内
” �傣族

，
从原鸿僚发展演变而来�

、



徐族 �壮族先民�
、 “

朴子蛮
” �布朗族和德昂族先民

，
从原闽淮中 分 化 出 来的�

、 “
望

蛮
” �瓦族

，
从原闽浪中分化出来的�等民族群体

，
在与内地汉族之间失去必要的直接经济文

化交流条件的情况之下
，
除

“
白蛮

”
和一部分

“
乌蛮

”
是在过去直接吸收汉族经济文化的基

础上有所发展之外
，
其余大多数都闭关 自守

，

以自己的小集体为界限
，
形成更多

、

更为复杂

而落后的民族群体
。

就民族自身来说
，
不是更为发展壮大

，
而是不断的分化和分裂

。

五代
、

宋朝时期 �公元���至����年�
，

是中华各民族的统一
、

分裂相交错
，
各兄 弟 民

族之间既有联系而又互相对立纷争的阶段
。

从东北到西北的民族情况有所变化
。

九世纪的唐朝晚期
，
契丹的经济文化迅速地发展了起

来
。

公元���年 �唐昭宗天复元年�
，
耶律阿保机统一邻近的契丹各部

，
于公元���年 �后梁

贞明二年�称帝
，
建立契丹国

。

又先后兼并了室韦
、

奚和勃海 �原鞍蝎�各部
，
至耶律德光

改称辽国
。

其地东至海
，

西至阿尔泰山
，
南达今河北省保定市北部的拒马河

，
北至今蒙古人

民共和国境
。

东北和北方的许多民族群体
，
包括一部分汉族人 口

，
都被纳入辽国 的 统 治 之

中
。

至公元����年 �北宋徽宗宣和七年�
，
辽国为金所灭

。

金国为东北的女真族人所建
。

女真原为鞋揭中的一部分
，
辽势盛时属辽

。

辽势衰
，

完颜

阿骨打乃叛辽
，
于公元����年 �宋徽宗政和五年�建国称帝

。

既灭辽之后
，

取代辽与宋对立
。

其统治区域内的民族群体大抵与辽国统治时期相同
。

公元����年 �宋钦宗靖康二年�
，
金迫使

宋朝把都城南迁临安 �今杭州�
，

淮河以北皆为金所有
。

金国继辽国之后
，
把北方更多的汉

族人 口置于其统治之下
。

公元����年 �南宋理宗端平元年�
，
金为蒙古所灭

。

辽统治时期的契丹人和金统治时期的女真人之入居华北等地者
，
逐渐接受汉族文化而最

终与汉族融合了� 仍然散居东北和北方边境的部分
，
依旧向着不同民族群体的方向发展

。

分布于西北的党项羌
，
在五代时期逐渐发展起来

，
至 北 宋 仁 宗 景 裙 五 年 �公元����

年�
，
元昊称帝

，
国号夏

。

其地
“
东尽黄河

，
西界玉门

，

南接萧关 �在今宁夏同心县南部�
，

北控大漠 �今内蒙古�
” 。

辖境内除党项羌人之外
，
汉族人 口不少

，
还有一 部 分 吐 蕃 �藏

族�和回绝等族人 口
。

西夏与宋王朝之间是既有密切联系而又互相对立纷争
。

由于
一

与汉族直

接接触的机会多
，
党项羌人也逐渐汉化

。

公元����年
，
西夏为蒙古所灭

。

以后西北便没有羌

族了
。

回绝在唐代西迁之后
，
至宋朝便集中居住在西夏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带

，
被西夏遮断

，

为

宋朝的统治所不及
。

西部的吐蕃政权于公元九世纪后半期崩溃之后
，

藏族即分为许多部分
，
散在大渡河和氓

江上游以西的广大区域范围内
，
边远的部分与宋朝很少联系

。

西南和中南西部地带的各民族群休
，
仍处在分化与重新组合的过程之中

�

大理国继南诏之后
，

统治了今云南
、

川西南和贵州西部的一部分地方
。

大理国辖境内的

民族与南诏时期相同
。

除白族仍不断努力与宋朝内地的汉族取得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
，
使自

己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之外
，

其他的民族群体都以小区域为限
，

组成一些
“ 田园共

和国
” ，

自给自足
，
闭关 自守

，
使自己民族的发展长期处在分散和停滞的状态之中

。

大理国以外的西南和中南西部的一些地方
，

在各兄弟民族聚居的区域范围内
，
宋朝继唐

朝之后依旧设置羁糜州县
，
仍然用各兄弟民族中的首领来进行统治

，
以稳定统一的政治局面

，

汉族与这部分兄弟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联系得以加强
。

这一带的兄弟民族中出现了与过去不

同的变化
。

僚族中分化出来了化佬
、

壮
、 ’

桐
、

水族和
“
仲家

” �布依族�
。

苗族从湘西
、
黔东

�



一带的聚居区不断向贵州腹地和云南东南部迁徙流动
。

摇瓜从湘西南向广西境内发展
。

元朝时期 �公元����至����年�
，
是中华民族的统一形势大发展阶段

。

公元����年 �南宋宁宗开禧二年�
，
铁木真统一了北方草原的蒙古各部落

。

唐朝时期
，

、

豪古为室韦 �分布在今黑龙江至鄂嫩河
、

克鲁伦河流域地带� 中的一部分
，
称为蒙兀室韦或

蒙瓦部
。

铁木真既统一邻近的各部落
，
乃即皇帝位于鄂嫩河之源

，

称成吉思汗
，
并展开向蒙

古草原以外的广大区域范围的征服活动
。

公元����年 �南宋宁宗嘉定二年�
，
降服了西北的畏

兀儿 �原回绝
，
今维吾尔�

。

公元����年 �南宋理宗宝庆三年�
，
灭西夏

。

公元����年 �南

宋理宗绍定二年�
，
窝阔台继成吉思汗统治蒙古帝国

，
于公元����年灭金

。

公元����年 �南

宋理宗嘉熙四年�
，

蒙古兵入藏
，

统一了过去不曾统一的吐蕃地区
。

公元����年 �南宋理宗宝

枯元年�
，
蒙哥汗派遣忽必烈领兵攻破大理国

，
重新统一了自唐朝中期以后分裂了的西南边

握各民族地区
。

公元����年 �南宋度宗咸淳七年�
，
忽必烈 �元世祖�按照中华民族的文化传

统
，
把蒙古帝国改称元朝

。

公元����年 �至元十三年�
，
元朝军队攻破南宋首都临安 �今杭

州�
，

宋朝亡
。

元朝把唐朝末年以来分裂了的中华各民族地区全部重新统一了
。

疆域范围胜

过汉
、

唐的全盛时期
，
把汉

、

唐以来只存在联系而政治上还不曾统一的一些兄弟民族地区都

统一了
，
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空前统一的形势下得到了发展

。

蒙古族人从北方的蒙古草原散及全国各地
。

但主要聚居区仍然在北方的蒙古草原
。

原来居住在中近东一带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西北的畏吾儿等
，
或为军

，
或为官

，

或为

商进入全国各地
，
形成了回族

。

契丹人和女真人之进入华北等地者
，
在逐步汉化的情况下

，
也有一部分随军散及全国各

地
。

而东北则仍然是女真族的聚居区
。

西北仍然是畏吾儿 �维吾尔� 的主要聚居区
。

藏族中的喇嘛教在元朝的支持下得到了发展
。

由于这种宗教文化的发展
，

使 散 居 甘
、

青
、

川连接地带往西直达西藏的藏族的各个部分
，
以宗教文化为纽带而联系更加密切了

。

中南西部到西南东部地带
，
壮

、

响
、

水
、

仲家 �布依�
、

佗佬等族已相对稳定
，
新分化

出来的民族有
“
木老

” �松佬�和
“
茹难

” �毛难�
。

苗族在继续向西迁徙
，
深入贵州和云

南东南部， 摇族的分布不仅已遍及广西
，

而且有一部分进入贵州和云南的东南部
。

西南地区的西部
，
羌族

、

白族
、

罗罗 �彝族
，
原来的

“
乌蛮

”
�

、

庄些 �纳西�
、

斡 尼

�哈尼�
、 “

卢蛮
” �傈僳族

，
原来的

“
施蛮

” 、 “
顺蛮

” �
、 “

金 齿 百 夷
” �傣族�

、

“
蒲蛮

” �布朗
、

德昂
，
原来的

“
朴子蛮

” �
、

瓦族
、

阿昌 �景颇族和阿昌族
，
原来的

“
寻

传蛮
” �等

，
或已稳定

、

相对稳定
，
或仍处在分化与重新织合的过程中

。

新出现了休族 �独

龙族�和西蕃 �普米族�
。

明朝继元朝之后统治中国
，
而在局部地区却出现了民族分裂

。

公元����年 �元至正��年�
，
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控制了全国的大部分地方

。

朱元

璋建立了明朝
。

元顺帝妥灌帖木儿率领一部分蒙古族人自大都�今北京�逃回蒙古草原
。

明朝

役能把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区再行统一
。

蒙古族在元朝时期已散及全国各地
，

明朝初年只有少部分返回原聚居区蒙古草原
。

散在

华北
、

华中
、

华南和西南的蒙古族人
，
大多数都在明朝时期逐渐融合到汉族或其他兄弟民族

中去了
。

聚居在蒙古草原的蒙古族分裂为两个互不相统属的部分
�
东部是挞粗

，
西 部 有 瓦

荆
。
它们一直与明朝统治者们相对立

。
明王朝始终没有把靴粗和瓦刺纳入自己的版图内

。



西北的维吾尔等族地区
，
明朝只在其东部的今新粗哈密�带设卫所驻军

，
对西部广大 的维

晋尔等族进行联系
。

至于更西的边远地方
，
明朝没有能力真正地控制起来

。

回族以伊斯兰教为纽带
，
接受了汉语

，
并在经济上与同区域内的其他兄弟民族密切联系

的情况下稳定了
，
且得到了发展

。

元朝时期便以各土著兄弟民族中的首领为土官
，
统治各地的兄弟民族

，
以保证各兄弟民

族地区的统一
。

这是汉
、

唐以来羁磨政策的延续
。

明朝继元朝之后对这种政策加以完善
，
形

成了一套土司制度
。

土司制度对稳定边疆兄弟民族地区
，
巩固国家的统一

，
起了 积 极 的 作

用
。

在东北女真族人的聚居区
，
明朝设置了努尔干都司并分设了一些卫

，
如建州卫等

。

各卫

均以女真族人为土官指挥使
。

西部的藏族地区
，
明朝设置了朵甘都司 �在今甘孜州�

、

乌思藏都司 �在今西藏�
，
亦

以藏族中的上层为土官， 又分封一些大喇嘛为
“
法王

” 。

明朝即通过这些土官和
“
法王

”
来

维持住藏族地区的统一
。

西南和中南西部的各兄弟民族地区
，
则大大小小的土官在各兄弟民族中鳞次栉比

。

通过

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官
，
明朝把中南西部和西南的各兄弟民族地区有效地控制了起来

，
统一的

形势较之元朝时期有进一步的发展
。

通过土司制度的贯彻实施
，
不仅加强了边疆的统一

，
而且

增进了各兄弟民族与汉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
。

明朝在贯彻实施土司制度的同时
，
更对贵州

、

云南和四川西南部一带的兄弟民族地区展开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活动
。

两汉
、

魏
、

晋时期迁人西

南的那部分汉族人 口
，
南北朝以后都融合到当地的兄弟民族中去了

。

明朝把上百万的汉族人 口

以军屯
、

民屯
、

商屯三种形式
，
迁移到澜抢江以东

、

红河以北的西南各兄弟民族中
，
分别与各

兄弟民族共同杂居在一起
，
直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

在与汉族直接接触较多的那部分兄弟民

族中
，
经济文化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
民族共同体也就得以进一步巩固

。

但处在闭塞的山区和

边孤为汉族移民所不及的地方的那部分兄弟民族
，
则几乎是依然如故

，
变化很小

。

明代中南

西部和西南地区的兄弟民族
，
除元朝时期就存在的依然存在之外

，
在云南境内又分化出来了

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阿昌族
。

清朝继明朝之后统治中国
，
使统一的政治局面较之明朝时期有很大发展

。

中华民族的地

城范围就在清朝时期稳定下来了
。

清朝是满族中的统治阶级建立的
。

满族的前身是东北的女真族
。

明朝初年
，
东北的女真

族仍然相对落后
。

明朝在东北设置努尔干都司之后
，

女真族与汉族之间的联系逐步加强
， ·

经

济文化日渐发展
。

及至十六世纪后期
，

女真族中统治阶级的势力扩大
，
逐渐不服明朝封建中央

的控制
。

公元����年 �明万历四十四年�
，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 �今辽宁新宾老城镇�建立了后

金国
，
开始向邻近地带扩张

。
����年 �明崇祯九年�

，
皇太极在沈阳改国号为清

，
进一步从

东北边境向西进逼
，
最终在����年 �明崇祯十七年�入关统治了全中国

。

清朝在入关之前已经与北方的蒙古族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
又通过北方的蒙古族联系了青

海和川西
、

西藏等地的藏族和蒙古族
。

公元����年 �明崇祯九年
，

清崇德元年�
，
蒙古族的

顾实汗率领厄鲁特蒙古军队从塔尔巴哈台 �今新疆塔城� 出发
，
经伊犁

、

塔里木盆地
，
于公元

����年到达青海
，
打败了统治当地的蒙古族首领而控制了青海

。
����年 �明崇祯十二年�

，

顾实汗率兵入康区
，

消火白利土司 �驻今甘孜西部�
。
����年 �明祟祯十四年�

，
又率蒙古

兵由康区入藏
，
消灭藏巴汗

。

于是
，
顾实汗统一了青藏高原的藏族和蒙古族地区

。

还在����



年 �明崇祯十年
，
清崇德二年�

，
清朝便通过北方蒙古王公们的转介

， “ 发币使延达赖
” 。

����年
，
达赖

、

班禅
、

顾实汗
、

藏巴汗共同派遣伊喇固散呼图克图等向清朝贡方 物
、

献 丹

砂
，
称清太宗皇太极为

“
曼殊师利大皇帝

” 。

青藏高原的藏族和蒙古族都倾向清朝了
。
����

年
，
清朝派人入藏

， “
报币于达赖

” ， “
复贻书班禅及红帽喇嘛济东胡图克图等

” 。

于是
，

大渡河上游以西及甘
、

青连接地带的
“
番僧

，
先后入贡

，

献前明救印
，
请内附矣

” 。

清朝入

关前夕便把青藏高原的藏族和蒙古族都拉到了自己力面
，
既消除了明朝时期北方蒙古族地区

的分裂状态
，
又先统一了康

、

藏
。

再至康熙五十九年 �公元����年�派兵入藏平定准噶尔之

乱后
，
西藏的统一局面便完全巩固了

。

西北新疆地区再统一的时间稍晚
。

明朝牙 期
，
新疆的蒙古王公与伊斯兰教宗教首领们在

地方争权夺利
，

并不顺从明朝
。

至清朝初年仍如此 乾隆二十四年 �公元����年�
，
清朝军

队平定了新疆的准葛尔部和大小和卓木的叛乱之后
，
新疆的维吾尔等族地区便完 全 再 统 一

了
。

顾治十五年 �公元����年�
，
清朝军队进入西南的贵州

、

云南
，

南明永历帝逃入缅甸
。

清朝统一了全部西南各兄弟民族地区
。

在西南边疆的各兄弟民族聚居区
，

清朝仍沿袭明朝时期

的土司制度
，
以稳定和巩固边疆的统一 ， 一部分内地的汉族人 口则向边疆的兄弟民族地区迁

移
，
与边疆的兄弟民族共同开发边疆

，
使边疆一部分兄弟民族的经济文化又有所发展

，
但也

还有一部分处在闭塞地区的兄弟民族仍然比较落后
。

明朝时期存在的兄弟民族
，
清朝时期依然

存在
。

不同的是
�
云南境内新出现了拉枯

、

基诺
、

崩龙 �德昂�等三个民族
。

这三个民族是

从过去的近亲集体中分化出来的
。

贵州幼内则有佯伐
、

佗兜
、

龙家
、

蔡家
、

六额子等等
，
都是

仍然处在分化和重新组合过程中的民族群体
。

西南各兄弟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

象
，
自秦

、

汉以迄于清朝末年
，
并没有发生带根本性的变化

，
只是时间先后程度不同而已

。

中华民族经历了四千多年统一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
时间是漫长的

，
道路是曲折的

，

民族之间的兄弟感情接受了复杂历史环境的考验
。

因此
，
这种兄弟感情是深厚的

，
是牢不可

破的
。

它将继续接受复杂环境的考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