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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羌族群是我国最古老的核心族群之一，大约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他们就活动在黄河中上游平
原及渭河流域。
他们的一支在距今6000年前后向西迁移，而进入甘青地区，其中一部分为了生存需要，他们逐步放弃
原始的农耕生活，开始了一种全新的以养羊为主要特色的牧业生产方式。
至此，作为“西戎牧羊人”的羌族人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公元前21世纪，“兴于西羌”并有丰富治水经验的大禹，携部分羌族人进入中原地区，并在“四
岳”的协助下，治平洪水，建立夏朝。
部分与羌人有密切关联的姜姓贵族因辅佐大禹有功，被“命以侯伯”，分封为申、吕、齐、许等诸侯
。
夏末商初，伴随间歇性干旱化的加剧，西北地区的部分羌人不断向东部迁移，形成了北羌、马羌等几
大部落，并与侵入关中东部地区的商人发生尖锐冲突。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上曾出现一段新的干旱期，于是包括羌族在内的诸戎便纷纷进入中原地区。
汉代，在政府与羌族的作战中，又强制将战败的羌人迁到内郡，以致魏晋时期出现了“西北诸郡皆为
戎居”的状况。
到唐代，由于受吐蕃所迫，又有党项等羌族部落迁徙到陕西、甘肃、宁夏、内蒙以及山西等地。
这些陆续内迂的羌人，从秦汉开始到宋元时期，已陆续融入汉人文化圈。
　　据《西羌传》、《秦本纪》等记载，自秦穆公到西汉前期，受外来强大军事力量的打压，羌人又
分数次向西部、南部、西南部等地区迁徙。
汉武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之后，王莽又在青海湖地区置西海郡，从此西汉政府用武力
将羌族切割为若干的孤立单元。
湟水、洮河、岷江流域及其以东地区大致处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下，祁连山以南、青海湖以西的诸
羌部落则被阻隔在河西四郡以南，和陇西、金城、武都、广汉、蜀郡以西的广大青藏高原地区，分布
在新疆地区的各“氐羌行国”则被敦煌、酒泉等郡牢牢封控在阳关、玉门关以西，而进入居延地区的
羌族也被困于巴丹吉林沙漠及其南边的张掖、酒泉二郡。
这些被武力或自然地理切割成不问单元的羌族部落，从此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并逐步融入或演化为
其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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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羌族通史》全面、翔实展示了羌族悠久的历史，客观、真实介绍了羌民族坚忍不拔的精神，以
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发展路径。
本书充分利用考古学、气象学、遗传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以及各种史志资料，吸收多年以来
羌族研究方面取得的各项成果，既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又独辟蹊径，自成一体。
全书史料翔实，论据充分，论证可靠，客观严谨，是目前国内外唯一一本贯通中国上下数千年的羌族
通史，可谓是填补空白和具有开拓性的难得之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对本民族的历史作出了许多全新而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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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地球45亿年的历史中，有五分之四的时间处于无生命的混沌状况。
大约在10～6亿年前，地球开始有了生命。
生物经过漫长的演变和发展，开始出现哺乳动物，后来又从哺乳动物中演化出猿类。
大约生活在1000万年前的古代猿类，就是人类的远古祖先。
　　从猿到人经历了漫长的进化发展历程：从非洲的森林古猿、腊玛古猿、南方古猿，至二三百万年
前的直立人，一直到距今约十万年的晚期智人，即今天的现代人类。
然而，从生物学的角度讲，现代人是单一的物种，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猿人却差异很大，属于不同的种
族，并没有都进化成现代人。
那么，现代人也就是晚期智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关于现代人类起源，主要有非洲起源学说和多地区起源学说两种观点。
两种假说都认为直立人起源于非洲东部，不过多地区起源学说认为，大致在一百万年前直立人就已经
开始走出非洲，迁移到世界各地。
非洲起源学说则认为，十万年前现代人类已从非洲开始第二次迁移，走出非洲后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区
的古人种，并逐步走上了向现代人类进化的道路。
　　追溯现代人类的起源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用古人类学，即利用发掘的古人类骨骼或化石，对其特征进行分析和比对，并在此基础上推测
古人类的祖先是从何时、何地而来。
许多古人类学家都认为东亚也是现代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其主要依据就是东亚尤其是中国大陆发现的
大量化石和考古遗物。
然而，在中国的整个考古发掘中，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不仅数量较少、规模较小，而且分布零散、相隔
遥远。
由于它们彼此孤立，又与当地发现的后期古人类遗址缺乏直接承袭关系，因而很难说它们与现代人类
的远古祖先有关。
更重要的是，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体貌特征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只有晚期
智人的特征才更接近现代人类。
此外，在最重要的化石证据上，尚存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人类化石断层，而且是现代人起源
的关键时期，即距今5～10万年之间，持续五六万年之久。
尽管早于十万年或晚于五万年的化石比比皆是，并相当连续。
　　生物常常是在生存条件好的时期迅速繁衍，并进化出大量新的物种，反之当环境改变时又大规模
灭绝。
几百万年来，亚欧大陆几段生存环境的严酷恶劣时期，足以淘汰与其他动物生存能力并没多大差异的
古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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