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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塔尔族简史》

前言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二——《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共计55本，于上世纪80年
代陆续出版。该《丛书》记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出
版后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等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鉴于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已积淀为各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多
年来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为适应民族工作发展的需要，国家民委决定对《丛书》
进行修订、再版。　　这次修订工作本着“适当修订，适量续修”的总原则进行，有明显错误的，改
错；可改可不改的，不改；争议较大的不动，用注释加以说明；适量增加必要的新内容。我们委托中
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委、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组织专家学
者对原版《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有关内容进行了重新考究，作了必要的修订和补充，特别是增
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情况。　　《中国少数民族简
史丛书》修订工作得到了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及有关单位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许多专家学者
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提供了无私帮助，修订中借鉴吸收了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
感谢。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修订编辑委员会　　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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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塔尔族简史》

内容概要

《塔塔尔族简史》主要内容：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长期发展过
程中，各族人民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了激发各
族人民对自己历史的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迈进，我们决定出版这一套《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这套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是经过长时期的集体努力实现的。早在1956年，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
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
下，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在京和各省区有关单位的积极参加下，一
面继续进行调查工作，一面开始编写各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到1959年底，大部分完成了初稿。1963
年，民族研究所把这些初稿全部付印，以便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使之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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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塔尔族简史》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况　　第一节　自然概貌　　塔塔尔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以下简称伊犁州）、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昌吉州）
等地。　　伊犁州所辖之地自两汉迄晋，为乌孙和匈奴地，南北朝有悦般，隋唐为西突厥及回鹘地，
隶北庭都护府，元、明为蒙古诸王地，明末清初为瓦刺游牧地，准噶尔部建庭于此。乾隆二十七年　
　（1762年），清朝在此设伊犁将军府。伊犁州历史上是“丝绸之路”北道要冲，是向西开放的门户
。这里山川灵秀，沃野千里，草肥水美。伊犁河、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等大小200多条河流　　纵横
交错，乌伦古湖、喀纳斯湖等众多的高山湖泊星罗棋布，有“塞外江南”之美誉。伊犁州夏无酷暑，
冬无严寒，是中亚腹地中不可多得的“湿岛”。天山深处分布着大片原始森林，境内分　　布着大片
野苹果、野核桃、野生巴旦杏、野生欧洲李和雪岭云杉、小叶白蜡等世界罕见的残遗珍稀树种，目前
已建立了多个自然保护区，成为世界野生果树种子资源和世界生物多样性天然基因库。　　乌鲁木齐
，为卫拉特蒙古语，意为“优美的牧场”。远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在这里生息繁衍。战国时，属古车
师人活动范围。西汉时期，乌鲁木齐及其周围地区居住着十几个游牧部落，　　史称“十三国之地”
。到了东汉，乌鲁木齐成为车师六国的一部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王朝在距今乌鲁木齐以
南10公里处设置轮台城，是当时丝绸之路新北道上唯一的收税城、管理　　城和供给城，也是乌鲁木
齐第一城。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曾在此留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著名诗句。18世纪
中叶，城市雏形开始形成。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乾隆皇帝将　　扩展后的城池命名为“迪化”
。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设置行省，以迪化为省会，遂取代伊犁城成为天山南北的政治中心。新
中国成立后，迪化成为自治区首府，并于l954年2月1日恢复乌　　鲁木齐市名。乌鲁木齐是全疆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　　昌吉州在3世纪初至6世纪中叶，曾是高车、突厥、西突厥铁勒部等部族游牧
驻地。9世纪，回鹘在高昌建立回鹘汗国，北庭为陪都。13世纪初，元朝在今吉木萨尔县别失八里设行
尚书　　省，统天山南北畏兀儿之地，成为新疆及邻近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首府即今吉木
萨尔县北庭故城。昌吉地势南高北低，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南部是富庶的天山山地，中部为广袤的　
　冲积平原，北部为浩瀚的沙漠盆地，此区域为横亘南部的天山的北坡，习惯称之为“天山北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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