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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史两种》

内容概要

本书由吕思勉旧著《中国民族演进史》和《中国民族史》合编而成。前者从宏观上鸟瞰了中国民族的
起源和形成、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近代中国民族所受的创痛、面临的问题和复兴之路，等等，文字
浅显易读，吸收了当时国内外的民族学理论，系供学生阅读的通俗读物。后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汉、匈
奴、鲜卑、丁零、貉、肃慎、苗、粤、濮、羌、藏和白种等十二个主要族系作了系统的叙述，并附有
详尽的考证文字，是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两书相得益彰，表现出吕思勉不仅有精深的史籍根底，广博
的知识，而且有敏锐的思辨能力，对今天的读者了解中国民族史仍有极大的帮助。《中国民族演进史
》初版于上世纪40年代，1949年后未曾出版。《中国民族史》初版于上世纪30年代，1987年虽曾再版
，但作了删节更动。本次出版，均按照原貌作了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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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史两种》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出身于江苏常州一个书香门第，少时受教于父母师友，15岁入县学。
早年执教于常州溪山小学堂、常州府中学堂，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1926
年后长期执教于光华大学，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他读书广博，着重综合研究，讲究融会贯通
，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加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量史学札记，共
计1000多万字。《白话本国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
《吕思勉读史札记》等是吕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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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史两种》

书籍目录

中国民族史
序
编选说明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汉族
附录一　昆仑考
附录二　三皇五帝考
附录三　夏都考
附录四　释亳
第三章　匈奴
附录一　赤狄白狄考
附录二　山戎考
附录三　长狄考
附录四　秦始皇筑长城
第四章　鲜卑
附录一　鲜卑
附录二　后魏出自西伯利亚
附录三　宇文氏先世
附录四　契丹部族
第五章　丁令
附录一　丁令
附录二　丁令居地
附录三　突厥与蒙古同祖
第六章　貉族
附录一　貉族发见西半球说
第七章　肃慎
附录一　金初官制
第八章　苗族
第九章　粤族
第十章　濮族
第十一章　羌族
附录一　鬼方考
第十二章　藏族
第十三章　白种
中国民族演进史
序
第一章　什麽叫做民族
第二章　中國民族的起源怎樣
第三章　中國民族是怎樣形成的
第四章　中國民族怎樣統一中國本部
第五章　中國民族第一次向外開拓怎樣
第六章　五胡亂後的中華民族是怎樣的
第七章　中國民族在近代所受的創痛是怎樣
第八章　中國民族的現狀怎樣
第九章　怎樣復興中國民族
第十章　中國民族演進的總觀察怎樣
附錄一　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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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復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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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史两种》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總論　　此書　凡分十二族，今各述其大概如下：（一）漢族　此為最初組織中國國家之民族
。其語言、習俗、文化等，皆自成一體，一線相承，凡世所稱為中國民族者，皆以其能用此種語言，
具有此先等習俗文化而言之也。此族初居黃河流域，漸向長江、粵江兩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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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史两种》

编辑推荐

《中国民族史两种》本次出版，均按照原貌作了回改。两书相得益彰，表现出吕思勉不仅有精深的史
籍根底，广博的知识，而且有敏锐的思辨能力，对今天的读者了解中国民族史仍有极大的帮助。《中
国民族演进史》初版于上世纪40年代，1949年后未曾出版。《中国民族史》初版于上世纪30年代
，1987年虽曾再版，但作了删节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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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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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史两种》

精彩书评

1、吕先生此书不仅是其熟读二十五史的另一种成就，而且条贯古今，远眺西方，将历史因果梳理得
十分清晰，但并不盲从异说。以鲜卑一节为例，在细加阐释鲜卑各部源流之际，对鲜卑源于析支的说
法也持谨慎态度。全书论述厚重，新见迭出，读之十分过瘾！厚积薄发，在民族史领域，真庆幸还有
大师的遗产可以学习和分享。
2、吕先生真是高人! 1)用西学论据,有贬,有褒,取真实,而去虚妄；堪古史甚巨。 2)民国30年即认为,羌藏,
维回之地是未来亚洲发掘之地,群雄称霸之据;证实了现今中国西部大开发之事实;同时指出藜(俚),濮,粤(
越),三族渐次开发的纲要;又惟 堪安南,马来之缓称王,而我中华文化之得不急,今东盟经济圈之要略确验
证先人之智慧;又对北狄各戎从上古三皇五帝之源流发演,后世迁徙中原,盘恒北漠,遁离西亚,荣盛东亚,
即做北部边陲的参差状态规律,实为后人鉴矣. 3)实则近几日,吾生幸事,读吕先生之高论;吕先生之,西马
拉雅山脉，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北漠戈壁，之于东海之滨，遂环黄河，长江，淮河，济水，四大
渎之文明在我中华，繁茂发展尔，必开未来之盛事，和我之前的认识和谋。其从地理，文化交流，民
族性格，政治经济诸等逐一要素剖析。 4）而况，从《周礼》，《道德经》，《春秋》等义，着实证
明了春秋战国前我淏滳华夏之文明推演冲流，得3000年的汇集；致今吾辈，从彼2000年继，当为尚浅
哉，甚需努力；况吾辈恰存当世，仍共努力之为睹，视未来之共荣。又吕先生议：华夏“易”为内容
定心，“中庸”为外务动容；三个字实准确的核定了中国文 化的根本，中国人做事准则。 5）吕先生
打了我一个大大的耳光，曰：西洋所谓“通古斯”地域，实则我国“东胡”之语音转译可考，可见不
必再盲从外文之新鲜；如先生所言，若我辈再振武 德当不为彼戎之猾夏，若我辈文韬当更教化诸夷，
吕先生文，阙如黄钟大吕！幸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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