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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北地区古代民族政权研究》主要介绍东北古代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更替原因，政权疆域的范围及争
端现象与问题，特别是历史上跨疆界政权的归属及与周边各个政权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作
者结合古今中外多个国家是史料，进行了系统的，综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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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绪论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本论题的相关研究状况
基本概念的界定
第一章古朝鲜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檀君神话及其相关问题
一、一然《三国遗事》对檀君的记载及对“朝鲜”地名的考释
二、《桓檀古记》的成书年代和内容
三、一然及其《三国遗事》
四、檀君朝鲜是神话传说
五、国际关系中檀君的际遇变化
第二节箕氏朝鲜及相关问题
一、箕子及其相关问题考证
二、箕氏朝鲜相关问题考证
第三节卫氏朝鲜及其相关问题
一、卫氏及卫氏朝鲜的兴亡
二、卫氏朝鲜的疆域以及与西汉的关系
第二章高句丽政权及相关问题
第一节“高句丽”的得名及其族源
一、“高句丽”的得名
二、高句丽的族源
第二节高句丽的民族构成
第三节高句丽的疆域变迁
一、高句丽建国前后的大体范围及其归属
二、高句丽的东、西疆界
三、高句丽北部疆界的变迁
四、高句丽南部疆界的变迁
第四节东亚格局中的高句丽
一、建国之初高句丽的对外关系
二、高句丽王朝中期的对外关系
三、高句丽王朝后期的对外关系
第五节中国古代史书对高句丽归属问题的记载
一、中国正史对高句丽归属问题的记载及其所表达的思想
二、从高句丽史在中国正史中的地位看其归属问题
第六节高句丽灭亡后的领土去向
一、被新罗占据的高句丽领土
二、被唐朝占据的高句丽领土
三、被渤海占据的高句丽领土
第七节高句丽灭亡后的人口去向
一、高句丽灭亡时的总人数
二、高句丽灭亡后的人口流布
第三章震国政权及相关问题
第一节“别种”——一个关键的概念
一、辞书对“别种”的解释
二、“别种”在生物学史料中的含义
三、“别种”在民族学史料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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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大祚荣政权的族称和国号问题
一、“勿吉”、“靺鞨”、“靺鞨”三者之间不存在前后相继的关系
二、“勿吉”和“靺鞨”是北朝统治者对“靺鞨”的蔑称
三、“靺鞨”是族称，而非国号
四、“震国”是国号，而非俗称
五、“渤海”是族称，而非国号
第三节震国的归属问题
一、中外学者在震国归属问题上的分歧
二、史书对“震国”及其建立者大祚荣族属的记载
三、渤海非高句丽种，大祚荣是粟末靺鞨人
第四节震国的疆域
一、大祚荣的奠基时期
二、大武艺的“斥大土宇”与大钦茂的向南发展
三、宣王大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
四、大玄锡时期“海东盛国”局面的形成
第五节东北亚格局中的震国
一、对突厥先傍结后背离
二、对新罗先事后侵
三、对唐朝貌恭而心不恪
四、对日本既事大又抗争
五、震国“事大”政策的实质
第六节震国灭亡后的领土去向
一、被辽国占据的领土
二、被女真占据的领土
三、震国境内的割据者
四、被高丽占据的震国领土
第七节震国灭亡后的人口去向
一、流入辽国
二、流入高丽的震国人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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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整个就是一份历年研究的汇总加梳理，三个主题（古朝鲜、高句丽、渤海国）拼凑而来，彼此没
有任何联系，各自成节。作为一份博士论文或许在国内算得上上乘，但就作者所谓的创新则实在太少
。选题中提到想要调和国内外学术界的论争云云，也碍于作者过于草率的分析，与方法上的不得当，
而少有说服力。有些章节甚至议而不论、不了了之。
2、全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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