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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底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后，我们
就考虑要编写一部全面反映和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的丛书，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了《中国西北少数
民族通史》这个题目并且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之所以称
“通史”，有这样几点考虑：　　通史的第一点含义是要与族别史相区别。在已经出版的有关西北少
数民族的著作中，族别史、专史和地方史很多，而将西北少数民族在一个时期的活动通盘来研究和阐
述的著作则比较少，族别史、专史、地方史虽详于一族之史和一地之史，却不能将其与中国西北地区
的整个形势和各民族在同一时期的活动贯穿起来研究，而只有将同一个时期西北的每个民族都放在同
一平台上联系起来研究，才能更好地了解一定时期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全貌。　　通史的第二点含义是
指，我们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是对各民族的族源、发展过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
关系及其生存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作全面的研究，避免过去重政治轻经济，重族源轻社会，重文化轻
自然生态环境的现象。　　通史的第三点含义是指，本书不仅按时代将西北各民族置于同一平台上进
行全面阐述，而且对各时期各民族的史料、研究状况、有关的论著目录作了较系统、详细的介绍并编
制了大事年表，便于读者使用，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通史的第四点含义是指，本书上起先秦
，下至公元2000年，是完整意义上包含了古代、近代、现代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的现代
史，学术界还很少有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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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蒙元卷》作为《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中的一卷，力求既能符合通史的总
体体例及相关要求，又能突出笔者期望的探索风格，从而写成一部多少有些新意的通史类专著。因此
，笔者没有满足于《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蒙元卷》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在西北民族的史料与研究
方面明显具有更全面、更系统的优势，而是追求在不破坏通史需要陈列方方面面史料的原则下，在史
事的这种“无奈的”束缚与一般难以避免的枯燥乏味之中，想方设法寻求突破，使“深思”与“新意
”蕴于其中。在这种构思与努力下，《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蒙元卷》的出版，其参考与阅读价值应
该不仅限于可供查阅蒙、元（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西北民族的各种资料之用，或能如我们所期望的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蒙元卷》的每一篇都能多多少少使读者感受到笔者有一定的新颖视角，有
贯一的以古鉴今的思绪，因而具有引人思索的研究价值。也因此，尽管我们研究水平有限，仍大胆对
我们研究中发现的问题，特别是对一些值得探索的问题，对一些具有规律性、根源性指导意义的问题
，对一些颇具特色的变迁、发展现象，对一些经验教训类史事、政策等等，都以通史（而非专史）可
能的方式扼要进行了“点击”，即简要强调和归纳。这类重点“点击”不仅贯穿于史事阐述之中，而
且也贯穿于作为史事补充的人物评价之中。下面，本绪论就从《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蒙元卷》“点
击”强调的问题中，列举一二略加论述，作为您阅读或指导《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蒙元卷》时的参
考，以期激发起您与《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蒙元卷》共同求索、释惑、解谜的兴趣或参与争论的冲
动，以此最终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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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基本史料和研究状况　　第一章　中外文献史料　　第一节　汉文文献　　（一）《元
史》　　《元史》共210卷，明朝宋濂等撰。《宋濂目录后记》载：“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天下于群
雄之手，大统既正，亦诏修前代之史，以为世鉴。”可见，《元史》是奉敕编修的。明洪武二年
（1369年）三月在南京开局编写，至八月结束，参加的人有总裁宋濂、王祎及纂修汪克宽、胡翰、宋
僖等16人，仅用了188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纪47卷，志53卷，表6卷，传63卷，
共159卷。由于编纂得过分仓促，顺帝时代的资料缺乏，未能成书，于是又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
集顺帝一朝资料后，于洪武三年(1370年)后，继续纂修，又增补元统以后的《五行》、《河渠》、《
祭祀》、《百官》、《食货志》等各1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传36卷，共计增53卷。然后合前后
二书，共210卷。其中有大量处于统治地位的蒙古族和其他各族相关的史料。《元史》正文由《本纪》
、《志》、《表》和《列传》等部分组成，《元史》的47卷本纪因其中除顺帝一朝之外，主要是依据
成吉思汗到宁宗十三朝实录编撰而成，而十三朝实录早已不存，所以，《元史·本纪》具有很高的史
料价值。《元史》的58卷《志》和8卷《表》的史料来源，除顺帝朝部分之外，大体上是根据元文宗时
所修的《皇朝经世大典》编撰而成，而这部书现在也已大部分散失，只能从《元史》志表中略知梗概
，因此，《元史》的志、表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97卷列传大体根据墓志、神道碑、家
传、行述和今已不存的官修后妃功臣列传之类内容编写而成，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不过，《元史》
由于其成书仓促等原因，存在不少缺漏，如“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有时
则“或一事而再书”等。　　《元史》的版本很多，最早的是洪武刻本。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对洪
武旧版损坏的版面补刊的是谓南监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以99卷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出
版，是为百衲本，这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的原貌，为治元史的中外学者沿用了四十余年
。1976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元史》，以百衲本为底本，用其他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还吸收了
前人对《元史》校勘的成果，并利用大量原始资料进行校正，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本书引用均为此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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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老师用的，代买。总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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