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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

前言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
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
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
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
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
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势和任
务面前，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深入进行民族调查的愿望超过
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
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　　如何在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
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就不能囿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而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方式。从学
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方面，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
益分化的趋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的整合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
透、相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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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万字
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
，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
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
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基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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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

章节摘录

　　第二节 民族来源　　据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达斡尔族是古代契丹人的后裔。关于达斡尔族源于
契丹的论述较多，其中陈述先生的论述很有代表性。陈述先生提出达斡尔族来源于契丹的论据有以下
几点：　　1.达斡尔族关于本民族来源的传说与契丹史实相合。达斡尔族传说辽亡后有部分人逃到黑
龙江、精奇里江等地，过着游牧打猎，种植荞麦、燕麦的生活。又传说祖先曾率部南征。这与辽亡后
契丹人库烈儿等北迁，库烈儿之孙野仙投附成吉思汗，率族众南征金、宋的史实相一致。　　2.语言
材料证明达斡尔来源于契丹。从一些语言研究材料看，达斡尔语有与契丹语相同的词。达斡尔语称“
边堡”为“乌尔阔”，指的是金源边堡。这个词在邻近的其他民族语言中没有。而契丹人曾受金朝廷
指派，参加了修筑边堡和看守边堡。“乌尔阔”在达斡尔语中保存也说明契丹与达斡尔是有前后渊源
关系的。　　3.地理故迹证明达斡尔源于契丹。在辽代契丹人地区，有达鲁河（塔兀儿河）、塔呼城
等和达斡尔名称相似的地名。　　4.从达斡尔族歌谣和历史故事看族源。达斡尔族有一首古歌谣中唱
道：“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养牧场。”辽金史记载，泰州是契丹二十部族的
放牧地。这首歌谣的内容和辽亡以后一些契丹人的分布地带和经济生活是相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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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般，应是几个学生写的，挂上老师的名，不然云南大学的老师太没水准了
2、可以做参考资料，挺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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