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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诸种因素及其
发展的内在规律。
　　全书共有八个章节：中华各族的居住环境与多源多流；各民族的经济交流，相互促进，彼此依存
；各民族文化上的相互交融；各民族迁徒杂居，相互融合；历代民族政策日臻完善；主体民族的历史
作用；大一统思想和中华整体观念的形成；各族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形成血肉相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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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中华各族的居住环境与多源多流  第一节  中华地域    一、半封闭型地理环境    二、黄河、
长江流域——中华大地的腹心  第二节  中华民族的多源多流    一、汉民族的多源多流    二、诸少数民
族的多源多流第二章  各民族的经济交流。
相互促进。
彼此依存  第一节  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的民族形成不同的经济类型    一、我国古代游牧民族的形成与
分布    二、我国古代农业民族的形成和农业区域的分布格局    三、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经济结构及
彼此相互需求  第二节  先秦时期中原华夏族与周边民族的经济交往    一、尧舜时期及夏商周中原华夏
族与周边各族的经济交流    二、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的经济交流  第三节  秦汉统一把各族经济交流推向
新的发展阶段    一、秦朝的统一为各族经济交流创造有利条件    二、两汉时期把各族经济交流推向新
的发展阶段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各族经济相互依存    一、三国两晋时期各族的经济交流    二
、南北朝时期各族的经济交流  第五节  隋唐时期各族经济交流的大发展    一、隋唐时期中原与东北及
北方各族的经济交流    二、唐代中原与西域诸族的经济交流    三、隋唐时期中原与南方及西南各族的
经济交流  第六节  宋辽金对峙时期各族经济交往不断    一、北宋与辽、西夏对峙时期各族经济相互依
存    二、南宋与金分立时期各族经济交往不断    三、两宋时期回鹘、吐蕃及其他周边民族与内地的经
济交流  第七节  元明清时期各族经济交流空前繁荣    一、元代各族经济交流    二、明代各族经济交流    
三、清代各族经济交流⋯⋯后  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

章节摘录

书摘    据《尚书·牧誓》载：周武王讨伐商纣时，就得到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及戎狄等
周边民族的帮助。
武王灭商后，这些民族大多宾服于周，并列为“荒服”或“要服”，按规定向周王朝纳贡。
据史籍记载，周灭商后不久，山戎便向周天子贡纳戎菽（大豆）。
武王灭商后，肃慎也遣使朝贡“楮矢石磐”。
据《华阳国志·巴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
”又说“其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鱼、盐、铜、铁⋯⋯皆纳贡之。
”《华阳国志》成书虽然比较晚后。
但鉴于巴蜀当时与周朝的关系，纳贡之事，想必周代亦然。
此外，上文曾经提到的《逸周书·王会解》记述四方少数民族向商王朝贡纳的橐*、騊*、駃*、皮货、
玉石、珠玑、玳瑁、羽翠等土产，周代也必然会延续下来。
可惜先秦史籍极少提及中原王朝给四方少数民族回赠的礼物，但可以推断四方少数民族必然会从中原
王朝那里获得他们需要的物品。
因为这种朝贡关系，主要是出于双方经济上的需要。
如据《穆天子传》载：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西巡时，今青海、新疆各地献马，动辄干百计。
周穆王也把随从携带的丝绸赐给他们的首领。
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交流。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我国古代南方一些民族地区不仅拥有丰富的铜、锡矿资源，而且质地优良，并且
很早便进行开采，如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古铜矿遗址，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
根据有关专家对出土遗物进行考证和碳14测定，这些古矿井的开采年代开始于西周或西周之前，故在
周朝时南方的优质铜、锡矿已大宗输入中原地区。
这对推动中原地区青铜冶铸业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二、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的经济交流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及其周边一些其他民族
已较普遍地冶铸和使用铁器，并推广了牛耕技术，使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些手工业也逐步
从农业分离出来，从而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交换的发展，当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大都会，如“
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
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
这些名都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是著名的商业中心，各地商贾往来于诸市进行贸易。
当时号称六国丞相的苏秦就对齐国之临淄的繁荣景象作了具体描述：“临淄甚富而贵，其民无不吹竽
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踘者。
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这些大的政治和商业中心的出现，不仅增强了内地各族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也加强了同边疆各民
族之间的经济交流。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建立骑兵部队，有所谓“万乘之国”、“千乘之家”，骑兵数目动辄以万
计。
这些庞大骑兵所需的马匹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北方游牧民族供给的。
这一时期游牧民族在北方获得较大发展，于是大量马匹不断输入中原。
如据《管子·揆度》载：“阴山之马具驾者千乘，马之平价万也，金之平价万也。
吾有伏金干金，为之奈何？
”战国时期阴山地区正是匈奴等游牧民族牧马之地，看来当时这里已存在马匹的交易市场。
史籍还记载赵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6年），“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
由此可见，中原地区的农业民族正是通过贸易或朝贡，而从北方游牧民族那里获得大量马匹的。
到战国时，中原的官方牧马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而官牧马匹的来源也主要靠北方游牧民族的输入。
中原的骑术也是从北方游牧民族那里学来的。
北方游牧民族善骑和骑术高超，早为时人所称道，《淮南子·齐俗训》就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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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舟。
”《战国策·赵策>说：赵武灵王下令推广“胡服骑射”，就是中原人向北方游牧民族学习骑术的典
型事例。
王国维在《胡服考》中亦说：“赵武灵王之易胡，本为习骑射计。
”中原华夏族的传统服装是上衣下裳(或内衣外裳)，没有可以充当外服的蒙裆裤子(当时的裤子是开裆
的)。
这种服装便于乘车而不便于骑马。
胡服则不然，“上褶(窄袖短衣)下袴(蒙裆裤子)”，外面没有裳，而配以惠文冠(饰以貂蝉鹖尾的帽子)
、郭落带(有饰的皮腰带)等。
骑马穿的皮靴，也是这时传入中原的。
靴，古名革。
《释名》云：“革，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
本胡服，赵武灵王服之。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反映其学习北方游牧民族骑射的决心。
骑术在中原的传播，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骑术是人与马的结合，这种结合使人能利用马的善跑和灵活，对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传递各种信息
及驾驭庞大畜群，均产生巨大作用。
这一时期，中原地区还通过朝贡获得游牧民族精美的毛织品，如据载：春秋时周灵王曾设“紫罴文褥
”。
而这些“罴、褥”，乃西戎所献之物。
    上文曾经提及，我国古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少数民族很早就进行铜、锡矿的开采，并且大宗地输入
中原地区，如《禹贡》载：“淮海惟扬州⋯⋯厥贡惟金三品(郑玄谓三品系指铜三色；或谓指金、银、
铜三种金属)”。
由于南方开采的铜、锡不断输入中原，因此在春秋时期的曾伯粟簋的文中出现有“金道锡行”的记载
。
所谓“金道锡行”，郭沫若认为这是指南方诸夷的铜、锡入输中原之路。
特别是当时吴、越、楚荆等地不仅有极丰富的铜、锡资源，而且矿石质地甚佳，如《考工记》就说：
“吴越之金(铜)、锡，此材之美者也。
”由于南方诸夷出产的优质铜、锡大量入输中原地区，对推动那里青铜冶铸业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
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中原地区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也输到边疆地区，如在今乌鲁木齐南山矿区就出土
有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制作的刺绣。
说明各民族通过贸易往来，达到彼此物产相资。
正如当时荀子所言：“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指中原或华夏族)得而畜之；南海则有羽翮、
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去、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食之；西海则有皮
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
⋯⋯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
”这无疑是中原地区加强对边疆各族之间经济交流的结果。
因此也可以这样说，中原地区的华夏族社会经济之所以在先秦时期就获得迅速发展，除了自身所具备
的优越条件外，还受惠于与边疆各族的经济交流。
当然，边疆各族通过与中原华夏族的经济交流也促进了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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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的总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高度的文明。
由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历数千年风云变幻，经多少朝代更迭交替，面临
一次次外部敌人的侵扰，迎受一次次异邦文化的冲击，却依然风雨不动、坚如磐石、岿然屹立、意气
风发，充满生命的活力。
为何如此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能够经风沐雨、历遭劫难而自强不息，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
为何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能够一脉相承、绵延连续、与时俱进？
这正是由于中华民族自身拥有一种强大而坚韧的凝聚力！
这种凝聚力是时间的积淀，是历史的结晶，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强纽带。
中华民族在自己前进的途程中，虽历经坎坷而奋进不止，饱受磨难仍巍然挺立，始终是一个坚实的整
体，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她具有这种特别顽强而持久的凝聚力。
    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长期交流与交融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联合共同体。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内在力量。
这种凝聚力与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有着血肉般的联系。
中华先民一百多万年的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历程、五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文明史、两干多年来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以其伟大、独特、辉煌，彪炳于人类史册。
中国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个民族不仅为本民族的发展进步，也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和中华
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各自的历史贡献。
中华民族在其艰难曲折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经过无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由大迁徙、大融合而
走向大统一和大发展。
纵观中国历史，虽然有过若干次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的情况，但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越来越巩固的统
一，民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日益形成血肉相连的关系，以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唇齿相
依、水乳交融，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中国多民族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地理因素。
中华大地四周有天然屏障。
自成一个地理单元。
中国各族在这里生息、繁衍和不断迁徙、融合，成为他们依恋的祖国和家园。
其二是经济因素。
中国地域辽阔，生活在不同自然环境下的民族，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经济形态。
但自古以来，经济上是互相依存、互为补充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从未间断。
频繁而又不可缺少的经济交流，加强了各族之间的政治关系，促进了国家的统一。
其三是传统文化的因素。
中国各民族的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
汉族文化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少数民族也不断接受汉族文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从未
中断，从而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其四是共同的心理状态。
居住在不同地域的中国各族人民，都认为中国是他们的祖国，都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成员和主人。
不论是汉族抑或边疆少数民族，都有着明确的祖国观念和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其五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统一”始终是我国历史的基调，而暂时的分裂割据实际上是重建统一的前奏，它为新的统一创造条
件。
每一次新的统一，都会使一些少数民族加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从而使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更加发展壮
大，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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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何以能够经风沐雨、历遭劫难而自强不息，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何以能够一脉相承、绵延连续、与时俱进？
是由于中华民族精神自身拥有的一种强大而坚韧的凝聚力！
这种凝聚力是时间的沉淀，是历史的结晶，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强纽带，是在历史发展的
长河中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内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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