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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古斯族系的兴起》

内容概要

本书对通古斯族系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梳理，根据历史文献、考古报告等多方面的证据，有力地驳
斥了国内外学者就辽、金、元、清王朝的建立提出的“外族外国论”和“征服王朝论”等错误理论观
点。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针对通古斯族系的不同分支――粟末靺鞨所建渤海国、女真所建金朝、满
洲所建的清朝，首次提出了“递进重构”的理论概念，反映了通古斯族系兴起和发展规律，并深入剖
析了形成这一规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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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凯军，汉族，1955年1月生于哈尔滨，历史学博士，研究馆员，曾获北京市委、市政府授予的“
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3年）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现任首都博
物馆副馆长。
　　主要著述如下：《中国行政管理学》（副主编，主要撰稿人），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1版
，1996年修订第2版；《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职能应遵循的三条基本规律》（The
Three Basic Laws Government Should Follow in lts Change o
fFunctions under the Market
Economy），国际行政科学学会第三届行政科学大会入选论文（北京，1996年）；《中国的行政改革
与经济发展》（The
Administration Reform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of
China），国际行政科学学会行政改革圆桌会议论文（新德里，1997年）；《关于深化机关、事业单位
工资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中国软科学学会第二届年会论文集》，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
永乐大钟铭文真迹》（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发现永乐大钟》（合著），中华书
局.2006年；《通古斯族系的兴起》，中华书局，2006年第1版，2012年第2版；《高凯军历史文博论集
》，中华书局，2010年；《论中华民族--从地域特点和长城的兴废看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gt;
，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版，2011年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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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元代的萨迦派地方政权，元末和明代的帕竹噶举地方政权，噶玛噶举地方政权，清代的格鲁派地
方政权均局限在今西藏地区。　　乌蛮和白蛮（现代彝族和白族的直系祖先）虽然是由氐、羌、汉等
族融合而成的两个不同的民族②，但在语族上同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在种族方面，由于两
者的长期交往，通婚和互相融合，均属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中亲缘关系较近的种族集团。因此，可以
把这两个民族看作是同一族系。　　乌蛮和白蛮在唐、宋时期，曾联合建立过南诏和大理地方政权。
唐代，云南洱海地区众多的部落逐渐形成了以乌蛮、白蛮为主的六诏：蒙舍诏在今巍山县，因位于各
诏之南，被称为南诏；蒙惴诏在今巍山县北部至漾濞县一带；邓赕诏在今邓川县；施浪诏在今邓川与
洱源之间；浪穹诏在今洱源县；越析诏（亦称么些诏）在今宾川县。7世纪中叶，吐蕃势力进入洱海
地区，除了南诏之外的五诏均归吐蕃，只有南诏附属于唐。唐朝为了遏止吐蕃势力在云南的发展，实
行了扶植南诏的政策。　　开元元年（713）唐玄宗册封南诏皮罗阁为台登郡王，并任命其子阁罗凤为
阳仫州刺史。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迅速吞并了其他五
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并于739年迁都太和城（在今大理南太和村），建立了以乌蛮奴隶主为核心，联
合白蛮奴隶主参政的南诏奴隶制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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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11.11购买的，放着这漫漫看
2、买来时比较犹疑，这位哥不像是真做学问的人。但昨晚看了看，真不错，材料很扎实，眼光也够
宽广
3、今天读完，除了有点政治正确过于强调通古斯属于中国以外，其他都很好。观点有理有据，可以
看出作者学问渊博，详解了通古斯族系的前生今世。得出“重组“和”递进”的事实结论。是了解东
北文化必备的一本书。沈阳市图书馆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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