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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先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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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卷》是从西北地区的考古时期说起，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那时就有
了民族的存在。这一卷叙述西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主要是对西北少数民族产生的社会
背景、文化基础、生态环境做一全面探讨，便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西北少数民族的产生和发展，
更好地全面认识西北地区的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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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篇　石器时代  第一章　先秦时期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  第二章  旧石器时代西北民族先祖的文
化分布及其经济社会    一、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    二、石器工具    三、石器的选材及打制技术    四、
骨角器技术    五、火的使用    六、原始农业    七、社会组织  第三章　新石器时代西北族群文化的分布
及其经济社会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族群文化的分布    　一、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    　二、马家窑文
化    　三、青海新石器文化    　四、新疆新石器文化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    　一、大地湾
文化生产工具    　二、马家窑文化生产工具    　三、青海新石器文化生产工具    　四、新疆新石器文
化生产工具　　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    　一、农业    　二、狩猎、畜牧业    　三、手工业　　
第四节  新石器时代原始居民的聚落和住房　　第五节  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社会制度    　一、墓葬
习俗反映的社会变化    　二、社会制度　　第六节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艺术   　 一、雕塑与绘画    　
二、文字符号    　三、舞蹈艺术    　四、装饰品      　五、宗教信仰第二篇　青铜时代  第一章　青铜时
代西北族群文化分布及其经济社会    第一节  青铜时代的文化分布　    一、齐家文化  　  二、四坝文化  
　 三、卡约文化    　四、辛店文化　　⋯⋯　第二章　先秦西北诸考古文化的关系及其族属推测　第
三章　商周时期的族群附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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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石器时代　　第一章　先秦时期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　　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的限制，原始人类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他们大多依靠经验，获取在其生活地域内的各种物产，用
来满足生活的需求。中国地理、气候条件复杂，各地差别很大，在这些不同地域上生活的人们，逐渐
形成了文化内涵不尽相同的古代人类文化圈。自然环境造成的原始文化的差异，也是日后形成不同民
族的基础。先秦时期西北地区人类文化的发展，各民族的形成，与当地十分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
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国的西北地区（主要指甘肃、青海、新疆、宁夏以及陕西北部地区），根据
地理、地貌和地质情况，基本可划分为两大类：一是由黄土堆积形成的黄土高原地区，这类地区较适
宜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二是以荒山秃岭、广阔的沙漠、戈壁与之相问隔着的部分干旱草原地区，即
甘肃西部、青海和新疆大部分地区。这里除了几条内陆河水系的中部分布有个别绿洲，有发展农业、
畜牧业的条件外，其余地区只能发展游牧业。　　西北地区东部分布着世界上有名的黄土高原。黄土
高原西起乌鞘岭，东至太行山，北起长城，南达秦岭，面积有53万平方公里。整个高原被厚达几十米
甚至300米的黄土所覆盖。据分析研究，黄土是从地质时期的早更新世由大风从北面的沙漠地区搬运到
这儿来的，黄土颗粒是粉沙质，颗粒间结构比较松散，黄土中的碳酸钙遇水容易溶解，加上黄土高原
多暴雨，植被遭到破坏，因而水土流失严重，形成了今天长梁连绵、圆峁起伏、川塬相问的独特的黄
土地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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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可能因为先秦可靠地资料太少了，本书内容太多关于考古的信息，对一般读者来说可读的内容少
了点
2、还可以，质量还不错，价格也还可以，给力
3、多买了一册
4、初步瞭解通史類書籍
5、这套书中最喜欢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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