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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民族史及中国边疆地理研究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撤
销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的历史系、社会学系，三校的民族史、民族学、社会学方面的专
家学者汇集于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民族研究部。1956年，又创建历史系，著名蒙古史和元史
专家翁独健教授担任系主任，分设民族历史和民族学两个专业方向，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吴文藻、
潘光旦、林耀华、费孝通、傅乐焕、王锺翰等著名学者在系任教。20世纪50年代，全体师生参加了国
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并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
书》的编写。尔后部分教师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委托，整理了中印、中苏、中越边界资料（包括南海
诸岛资料），并负责《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部分的编绘工作。历史系和民族研究部的相关人员构成
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研究方面的重要力量，发表了大量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
地论著。近年中央民族大学王锺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费孝通、陈连开等先生编著的《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先生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卷》，谭其骧主编
、张锡彤等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的边疆史地研究学科被列入国家教育部“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建立了中央民
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作为该学科的创新平台，其主要任务是以中国边疆民
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项目为核心，汇聚国内外一流人才，开展合作研究，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促
进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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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万历武功录〉研究:以蒙古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撰写思路是这样的：以《万历武功录》（蒙古史部
分）为研究对象，以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态度，运用文献学、史料学研究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
文献及其作者进行全面细致的考订和考察，对《万历武功录》的成书背景、撰写宗旨、优缺点和作者
的生平学术、史学思想等进行论考。采用史料学的方法进行史源追溯、史料比勘，采用年代学的考订
、推算等原则和方法，对《万历武功录》一书蒙古史部分的人物传记进行初步的整理和研究，指出其
史源文献、讹误种类和讹误原因，并举例证明。最后，通过对比确定《万历武功录》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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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凡云，1965年7月生，内蒙古赤峰市人。1986年7月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2005年6月毕业于中在民族大学历史系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南民族大学民
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教学和明代蒙古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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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万历武功录》概述第一节　《万历武功录》成书的历史背景一、社会背景二、文化背景（
一）整体学术背景——实学思潮的兴起（二）史学背景第二节　关于《万历武功录》一书一、《万历
武功录》的撰写宗旨、成书时间和上下限（一）撰写宗旨（二）成书时间（三）全书内容的上下限二
、《万历武功录》的内容、收载标准和结构（一）内容（二）收录标准（三）结构第三节《万历武功
录》的优点和缺点一、《万历武功录》的优点（一）杂取各体之长（二）直书笔法（三）内容详瞻（
四）经世原则下的人民性二、《万历武功录》的缺点（一）剪裁不精（二）文字水平差（三）人物评
价平庸（四）记事失误较多第二章　瞿九思及其史学第一节　瞿九思生平及其学术渊源一、家世二、
生平（一）生卒年（二）蒙冤时间（三）被释之年（四）冤狱成因（五）瞿九思的生平简介三、为人
（一）远大的救世理想（二）忍辱负重的个人品行（三）民胞物欲的深广情怀和过人的胆识四、师承
（一）哲学师承（二）史学前辈的影响第二节　瞿九思的史学思想一、关于历史的思想（一）关于历
史发展的方向（二）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三）局部唯物史观和整体唯心史观相结合二、关于现实的
思想（一）政治思想⋯⋯第三章　《万历武功录》蒙古部分史源文献的种类第一节　万历之前史科的
来源——前人著述第二节　万历年间史科的来源第四章　《万历武功录》蒙古部分的讹误种类及相关
史料考辨（上）第一节　时间方面的讹误第二节　记事方面的错误第三节　记人方面的错误第五章　
《万历武功录》蒙古部分的讹误种类及相关史料考辨（下）第六章　《万历武功录》蒙古部分的史料
价值第一节　蒙汉文史籍的大致分类及优缺点第二节　《万历武功录》史料方面的优点第三节　《万
历武功录》在蒙古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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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万历武功录》概述　　第一节　《万历武功录》成书的历史背景　　《万历武功录》
（以下除标题外，凡在行文中出现此书名称，均简称为《武功录》）成书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
是一部反映明朝万历前期史事的著作，从成书时间和所记内容都属明代中晚期。这个时代是一个动荡
多变、纷乱复杂的时代。说其动荡，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社会危机最为严重，各种各样的起义、兵变、
民乱此起彼伏；说其多变，是因为其新旧经济因素相互并存，相互纠缠；受其影响，各种文化思想流
派纷繁复杂，日新月异。有人形容这“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就是《武
功录》成书的大时代环境，而《武功录》本身或间接、或直接的反映了这个时代上述两个特点。弄清
这两个特点，是我们分析和了解《武功录》的首要条件。　　一、社会背景　　明政权统治中后期，
即嘉靖、隆庆、万历统治时期，其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虽然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明朝
统治在总体上已经开始由盛转衰，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并表现在社会各个层面和各个范
畴。当时，不但在全国范围内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暴动，而且也不断地遭到漠北蒙古贵族的
侵扰，东南沿海又屡屡发生倭寇入侵；古老的封建社会母体中已开始孕育着新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
阶层的反抗斗争；在其封建统治自顾不睱的时候，周边的附属国也接二连三地出出种种问题，或对抗
中央王朝的控制，或内部争端不断，争需中央王朝的扶持和武力支援；更难以应付的是，统治阶级内
部矛盾愈演愈烈，以致于正常的行政机构运行都无法维持，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政治势力的倾轧和斗
争也愈演愈烈，整个封建社会机制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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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总体还行，可惜万历武功录现在也没看着新印本的，孔夫子上全本都没标点，节本我又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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