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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经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批准于1978年建立的我国第一所人文和社会科
学研究生院，其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1998年江泽民同志又题词强调要“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办成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基地
”。
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各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持续健康
发展。
目前已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9个博士学位
一级学科授权、68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7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自主设置硕士学位授权点5个、硕士专
业学位2个，是目前我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设置最完整的一所研究生院。
建院以来，她已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绝大多数已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有的已成长
为国家高级干部，有的已成长为学术带头人。
实践证明，办好研究生院，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文和社会科学人才，不仅要有一流的导师和老师队伍、
丰富的图书报刊资料、完善高效的后勤服务系统，而且要有高质量的教材。
　　20多年来，围绕研究生教学是否要有教材的问题，曾经有过争论。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研究生的课程体系迈上了规范化轨道，故而教材建设也随之提上议事日
程。
研究生院虽然一直重视教材建设，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研究生教材建设未能跟上研究生教育事业
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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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的编写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历史观的指导下，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
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
史进程。
全书第一章绪论部分，对民族史学科相关理论问题加以论述，以后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分为九章
，各章对该时段的民族及民族关系状况分别加以叙述。
通过本书，能对中国各民族的史迹一目了然，可为读者提供有关中国民族史的基本知识，也有助于中
国民族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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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至赞普墀德祖丹在位时，在经济制度方面又做了不少改进，如将土地划为禄地和灰地两种，按土
地的肥瘠分别征税。
农牧民的户口册先为粉红色，后换为黄册。
士兵另立灰册，表示士兵开始职业化，不再是兵农合一了。
这些措施对吐蕃社会经济向着封建化方向迈进起到加速作用。
墀德祖丹赞普时，封建领主制业已成为吐蕃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即土地为以赞普为首的贵族集团所
有，平民在划定的田地里进行耕作，向土地所有者缴纳赋税，并服各种徭役和官差。
　　（二）习俗　　以农为主的吐蕃居民，以小麦、青稞为主要食物，居住在高至数丈的平顶房内。
以牧为主的吐蕃居民，则以食肉饮酪作为饮食方式。
在牧区，一般人所住帐房称“小拂庐”；贵族居住的帐房称“大拂庐”，广可容纳数百人。
吐蕃实行掩埋尸体的殡葬习俗，并起有坟冢。
赞普去世，随从臣仆皆自杀以殉葬，赞普随用衣物全部葬入坟冢内，并在墓前造一大屋，竖立木柱，
种花植树，作为祭祀的场所。
贵壮贱老是吐蕃社会习俗的一大特点，原因是青壮年是社会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也是战争中的主要
参与者。
吐蕃以战死为荣耀，以病终为耻辱。
累代战死者，视为“甲门”；临阵脱逃者，在其头上悬挂狐尾以示羞辱，不得与常人为伍。
　　赞普与群臣每年举行一次小盟，三年举行一次大盟。
小盟宰杀羊、犬、猴；大盟宰杀马、牛、驴。
届时，赞普率领群臣信誓旦旦：上下同心，共保王室，谁如背盟，将粉身碎骨，如同被宰杀的畜类一
样。
这种盟誓，实际是一种用浓厚宗教色彩笼罩的政治活动。
　　（三）宗教　　吐蕃原来信奉本教（又译为“苯教”、“钵教”、“钵教”，俗称“黑教”）。
本教是一种原始宗教，主要崇拜天、地、水、火、风、山川等自然物。
本教尤其强调世系传承，崇拜祖先的业绩。
据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本教的发展经历了笃本、伽本和觉本三个时期。
笃本和伽本称为黑本，觉本称为白本。
白本是本教的主流派。
　　自松赞干布迎娶笃信佛教的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佛教开始传人吐蕃。
当时逻娑修建了大昭寺、小昭寺等佛教寺院，两位公主携带人藏的佛像分别安放其中。
但当时佛教在吐蕃尚未广泛流行，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本教。
随着墀德祖丹迎娶唐朝金城公主，汉地佛教进一步传人吐蕃，在吐蕃地区又修建了更多的寺院。
同时，因大食东侵造成中亚动乱，于阗等地大批僧众流入吐蕃，墀德祖丹均予以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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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的系列教材之一。
该教材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下编写的，并在其他相关教材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系统、全面并综合了自古在民国时期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
全书分九章论述，使读者对中国各民族的发展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全书资料丰富、论述清晰，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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