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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通史》

前言

当代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但中国的概念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
程，由最初的京师①，华夏地区，到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建立的王朝所统辖的地区称之为中国，近代始
才专指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共有的国家为中国，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具有了现代意义
国家称谓。总之，中国概念的演变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 边疆，是一个含义较广的
概念，国内外文献作出的解释是很相近的，一般都解释为"靠近国界的那个地方"。有的说："边疆，边
境之地。"②有的则说："边疆，靠近国界的领土。"③在外文辞书中，边疆是指一个国家的边远地区。
总之，中外文献中，都把边疆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 边疆是一个地理概
念。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有一定宽度的地区，必须具备下述条件的地区
才可称之为陆疆地区，即一要有与邻国相接的国界线，二要具有自然、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
点。据此，当代中国的陆疆省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广
西壮族自治区和黑龙江、吉林、辽宁、云南、甘肃等省都视为陆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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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通史》

内容概要

《东北通史》遵循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大一统”的原则，全方位地展开东北地区史
的系统阐述，突出疆域变迁，民族相互关系，民族文化的源流、内涵与特色，以及各代政权的民族政
策直至盛衰兴亡，这些都作为《东北通史》的重点问题，以较浓重的笔墨，逐一剖析．这种全面展开
，重点突出，详中有略的做法，也许是《东北通史》的一个特色。
《东北通史》不仅重在敷陈历史实迹，而且强调阐明学术见解绝对必要。我们表达的学术观点，不人
云亦云，不迁就传统的定见，完全是作者们个人的学术发挥，在充分吸收现当代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努力创新。这或许是《东北通史》的又一特色。
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写史不见人，就不成其为历史。我们力图克服这一长期存在的
倾向，关注东北历史舞台上每一个重要人物的活动，力求再现历史上一幕幕壮观的活剧，给人们以启
迪和激励，鼓舞人们奋发图强和创造新生活的勇气，并从东北各代政权的盛衰兴亡及个人的成败中汲
取经验教训，从中取得借鉴，指导自己的人生。这是读史的应有之义。如能实现这一目的，这正是《
东北通史》的作者们共同期待的。

Page 3



《东北通史》

书籍目录

"中国边疆通史"丛书总序
前言
第一编 东北文明的曙光
第一章 东北区域与名称起源
第一节 东北区域的形成与名称的演变
第二节 东北独特的地理风貌
第二章 古人类在东北
第一节 古人类的活动地域
第二节 多彩的新石器文化
第三节 中华文明的曙光
第三章 青铜光辉照东北
第一节 青铜在东北的时代特征
第二节 东北青铜文化举例
第三节 汉文化奠基东北
第四节 东北史前古民族
第四章 东北最早的行政建置
第一节 幽州营州冀州之设
第二节 商周封侯于东北
第三节 燕在东北首次设郡
第二编 秦汉时期的东北
第一章 秦汉的行政建置
第一节 秦在东北的短暂统治
第二节 汉灭卫氏朝鲜与四郡之设
第三节 东汉建置的新变化
第二章 诸民族并立的格局
第一节 秽貊与沃沮
第二节 东胡、乌桓与鲜卑
第三节 挹娄的兴衰
第四节 夫余自建国家
第五节 高句丽崛起
第三章 社会经济与文化
第一节 农耕经济与文化
第二节 高句丽的经济与文化
第三节 渔猎经济与文化
第四节 游牧经济与文化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北
第一章 曹魏经略东北
第一节 曹操北征乌桓
第二节 公孙氏政权始末
第三节 毌丘俭征高句丽
第二章 两晋十六国对东北的管辖
第一节 西晋在东北的统治
第二节 鲜卑慕容部与高句丽的争夺
第三节 前燕进军中原与亡国
第四节 慕容部再度兴起
第五节 北燕在东北的建树
第三章 南北朝对东北的管辖

Page 4



《东北通史》

第一节 鲜卑拓跋魏统治东北
第二节 北齐北周统治东北
第三节 高句丽、夫余、勿吉角逐东北
⋯⋯
第四编 隋唐时期的东北
第五编 辽金元时期的东北
第六编 明代东北
第七编 明清之际的东北
第八编 雅片战争前的东北
第九编 近代东北
大事记
后记

Page 5



《东北通史》

章节摘录

第二章古人类在东北第一节古人类的活动地域20世纪60年代前，东北地区是否有古人类，尚不被人们
所认识，甚至断言，东北地区不存在古人类。自60年代以来，随着大规模地考古与开发，埋藏在地下
的古人类遗存如魔术般地涌现出来。从南端的旅顺，到北端的呼玛；从东部的长白山下，到西部的辽
河上游，在东北地区广袤的土地上，到处都留下r古人类的足迹和活动的遗址，向我们展示了远古各个
时期的文化风貌。考古发掘已经证明：东北是我国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无疑，所谓东北无占
人类的说法将予以修正，所谓东北古人类来源于中原、华北，或来自西伯利亚的种种说法，都被证明
不符合东北历史的实际。应当指出，这里所说的古人类，就是原始时代的人类群体，那时，远未形成
民族，不过是按血缘关系组成的群体。具体说，旧石器时代、新白器时代的人类，都属于古人类。我
们就从旧石器时代说起。有关古人类及其活动，古代文献没有留下记载。个别文献也只是留下只言片
语，记述远占人类茹毛饮血，也只是代代传下来的点滴信息，完全不足以证明远古人类的活动，至于
东北地区，更无点滴的资料记述。前已说明，惟一的手段，就是考古发掘，那些遗址遗迹，才是东北
古人类生存与活动的最可靠的证据。在今辽宁省境，发现一处距今年代最为久远的古人类遗址，首推
“金牛山人”遗址。具体地点，在营口县(大石桥镇)南16里永安乡西田屯的西面小路旁，有一座孤山
，名叫金牛山，就在山的东南角有一个洞，洞内藏有一具较为完整的古人类遗骸化石。据报，出土的
遗骸有：头骨(仅缺下颌骨)、脊椎骨、肋骨、左侧尺骨、腕骨、掌骨、指骨、髋骨、趾骨、髌骨、蹠
骨等，共50余块。把这些遗骸拼接起来，经鉴定，属于一成年男性的遗骸。以铀系统测定，此遗骸距
今28万年以上①。考古学把它命名为“金牛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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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通史》

后记

《东北通史》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受本丛书总主编马大正研究员的委托，由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
员李治亭为本卷主编，主持本卷的全部工作：制定本书的编纂大纲、聘请作者，组织实施编纂计划，
最后，负责统定全部书稿。各编作者分工执笔如下：第一编李治亭、李善洪(北华大学古籍所)第二编
陈见微(北华大学古籍所)第三编刘国石(北华大学古籍所)第四编郑英德(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刘丽萍(
黑龙江省博物馆)  第五编陈相伟(吉林省考古所)李陆华(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王崇时(北华大学历史系)
第六编姜守鹏(东北师大历史系)张永珍(吉林省档案馆)第七编梁希哲(吉林大学历史系)第八编  刁书仁
、兰荣、张丽玫(北华大学古籍所)第九编赵兴元(北华大学古籍所)田  阳(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傅大中(
吉林省社科院日本所)  结束语李治亭  大事记黄松筠(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  中州古籍出版社为出版此书
倾注了热情，还有许多师友关注本书，多方鼓励。借此机会，一并致谢!本书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失误亦属难免。尚祈热心的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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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通史》

精彩短评

1、一直想要买一本关于东北的通史书籍，虽然价格有点贵，但是这次买了，物有所值啊~~~
2、非常好的一部学术书，值得收藏。买了后好像就没货了，幸甚！
3、送给别人的礼物，满意。
4、书的质量不错，内容还没看完，也是很好的，对于喜欢历史的人，值得收藏。
5、快递挺给力，就是书本身有些脏。
6、这本书那时被我从图书馆借来后就一直放在枕头下边垫着，因为很厚，很适合垫枕头。
7、作为边疆史固然是值得赞叹，不过叙述上太直白，没有耐心真的难以读完！！
8、明清部分
9、调理清晰，语言平实但不够严谨。可做兴趣读物。
10、没塑封，表皮蛮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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