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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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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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央民族大学王锺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费孝通、陈连开等编著的《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卷》，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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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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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主革命先驱刀安仁》是弘扬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傣族人民优秀儿子刀安仁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
结，爱国家、爱人民、爱家乡；远见卓识，除弊革新，为推动社会改革，提倡学习新文化、新知识，
发展科学教育，现代经济，建立先进政治军事的民主革命精神。
讴歌忠于孙中山总理的刀安仁等中国同盟会革命党人在滇缅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革命活动，以武装斗争
夺取清政府封建政权，建立共和，较全面贯彻三民主义纲领的革命尝试。
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原创性历史科学著作。

刀安仁因蒙受不白之冤，革命功绩被长期湮没，辛亥腾越革命的重要历史被扭曲。
本书在翔实珍贵的历史资料基础上，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针，运用民族学与历
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恢复辛亥革命腾越民主革命的历史真相，还刀安仁以民主革命先驱的革命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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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成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专著有：《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傣族社会研究》、《傣族村社文化研究》、《版纳絮语
》等。
其学术著作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傣族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规律，提出了傣族文化的特点即村社文化
，学术价值较高，在学术界颇具影响。
合著论著多种。

在国内外发表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论文50余篇；完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国泰国史中
文资料委员会及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调查研究项目12项。
受聘为泰国总理府泰国史中文资料委员会编审委员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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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面对清廷腐败衰落，国内外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革命思潮的高涨，促使世代精忠于
中央王朝的干崖土司，热爱祖国，保卫边陲的土司刀安仁，认识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必须推翻清朝
封建王朝的统治，振兴民族经济，走富国强兵之路，国家才能独立富强，民族才能繁荣昌盛，遂逐步
从封建卫士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坚强战士。
　　刀安仁为了实现变革理想，决定西游印度，东渡日本，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考察社会经济制
度。
他于1905年远航印度归来，途经缅甸停留期间，与缅甸华侨资产阶级民主进步人士陈甘泉、徐赞周、
庄银安等交游，受其启迪，结为知己，许以归国反清为己任。
刀安仁回国不久，陈甘泉等即将从改良者，转变为激进民主革命者，并同孙中山先生等一起进行反帝
反封建活动的革命党人秦力山荐介，前往干崖，协助刀安仁经办军国民学堂。
该学堂民国政府列为云南省第一个革命组织。
宣传革命，培养人才，为革命积蓄力量。
具有初步民主革命思想的刀安仁得益于秦力山的引荐，自率男女学生十余辈，东渡日本留学，从此多
次往返于缅甸的八莫、曼德勒、仰光，印度的新德里，暹罗的曼谷，新加坡，中国的昆明、上海、香
港和日本的横滨、东京等国内外大中城市，进行游历考察，丰富现代科学知识。
在途经新加坡时与孙中山结为知遇，至日本之后与日本革命友人宫崎滔天（又名宫崎寅藏、白浪滔天
）等建立革命联系，参加同盟会，从而树立了民主革命思想，接受革命组织领导，从政治思想组织上
转变封建领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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