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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计402本，一亿多字，该项目自1958年启动至1991年基本完成，历时30多年，
涉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400多个编写组，1760多人参与，分别由全国30多家出版
社出版。
纵观历史，像这样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编辑出版介绍各个少数民族的丛书在中国前所未有；横看世
界，像这样由政府部门组织为国内各少数民族著书立说实属罕见。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修订，力求更加全面系统地反映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历史、
地理、经济、文化、社会的基本情况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程、成就和经验，新编1987年以后成立
的16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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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暴敛　⋯⋯第五章　当代羌族社会第六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羌族社会第七章　羌族传统的习俗、宗
教、文艺和科技附录后记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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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古代的羌　　第一节 秦以前的羌　　一、传说时期的羌及对羌人古文化遗址的推测　　
羌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里一个历史非常悠久、分布广泛而又影响深远的成员。
在古老的传说资料中有不少关于“羌”和“姜”的记录。
　　《说文·羊部》解释“羌”意为“西戎牧羊人也”。
把羌作从事畜牧、且以养羊为特色的民族，而“姜”应是羌人中最早转向农业生产的一支，是其最先
进的部分。
传说我国农业始祖炎帝“神农氏”即为姜姓。
在不断的迁徙和壮大的过程中，姜姓部落和著名的黄帝等部落联盟集团接触更加频繁，关系日渐密切
，共同构成为“华夏族”一汉族的前身。
中华民族至今仍泛称为“炎黄子孙”，其来源盖由于此。
但大部分羌人依然过着牧畜生活，发展水平较低，他们就是日后羌族的主要成分。
　　传说羌人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的主要组成部分，甚至说夏朝的建立者禹也是羌人。
《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
”禹的出生地，有的还说就在今岷江上游羌族地区。
如《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日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意为人
所惑，因而妊孕，到胁而产高密。
家于西羌，地日石纽。
石纽，在蜀西川也。
”《艺文类聚》卷十一与《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说》：“伯禹夏后氏，姒姓也，
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
”谯周《蜀本纪》亦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
”石纽之所在，《括地志》说“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
”羌人对此地区甚为崇敬。
《华阳国志·蜀志》称“今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不敢放六畜”。
《水经·沫水注》广柔县说，“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
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其原之，言大
禹之神所佑之也。
”20世纪后期，徐中舒先生即指出：“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
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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