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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构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
了凝聚力很强的中华民族这一整体，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
    在特定区域内形成的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关系史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对这一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格局和
个性的形成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
而这种少数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构成了中华民族关系史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这种研究首先需要对各民族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作深入的专题和个案研究，只有建立在这种众多的
专题和个案研究上得出的结论，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在我国学术界，历来对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研究得比较多的，但对中国少数民族关系史
的研究则还显得十分薄弱，特别是对具体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
本书对历史上纳西族和藏族关系的研究，即是在这一薄弱领域里的一个尝试。
    繁衍生息于中国西南部的藏族和纳西族是两个有着丰厚的文化遗产和突出的文化个性的民族，它们
都曾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成为中国西南民族史和地方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成为推动当地“茶马
古道”上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关键动力之一。
至今，国内藏学界和东方学界把东巴教视为解开藏族早期苯教之谜的重要线索。
研究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关系，对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西南地方史、民族史以及“藏彝走廊 ”上各民
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整合，都有重要的意义。
迄今国内外对纳藏两族的历史关系有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但多侧重于某一方面，如西方学者对苯教和
东巴教的比较研究，中方学者以单篇文章概论两族关系等，但至今尚没有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论著
。
本书即从政治、宗教、文艺、民族融合等方面，对纳藏两族的历史关系作一个初步而有系统性的探研
。
    本书在写作中遵循了如下原则：由于历史上与纳藏关系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包括汉文和藏文)连贯
性的欠缺，以及由于历史上纷纭复杂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因素，在两族的关系史上，有着交流相对
频繁与相对阻隔的不同历史阶段。
因此，本文对历史上纳藏关系的研究，将不遵循传统的按朝代顺序逐一论述的“民族关系史”模式，
而是采取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艺术、民族融合等方面分别探讨两族关系的方法，每一模块的内
容又尽量贯穿以历史发展的脉络。
在论述中分重点，对两族关系史上特别重要的历史阶段，本文将着重阐述；对于两族关系史上的具体
内容，本书也根据资料的多寡和历史实际有所侧重，比如论述到两族文化上的关系，本书将对两族交
流、交融最多的宗教现象有较多的论述。
    本书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同源异流的两族关系探讨。
重点对川西和滇西北纳藏两族聚居地区所发现的石棺葬进行了论述，考释它与纳藏两族的历史渊源关
系。
论证了川西和滇西北的石棺葬与作为藏族、纳西族先民重要组成部分的牦牛羌白狼部落和苯教有密切
的关系。
另外，通过对古羌人首领无弋爰剑与纳藏两族的关系、古羌人与纳藏两族的宗教信仰、民俗、古籍和
传说等的比较研究，论证了纳藏两族源于古羌人的历史源流关系。
    二、纳藏两族历史上的政治关系。
笔者基于唐、明两朝是最为集中地反映了纳西族和藏族历史上密切的政治关系的事实，结合当时中国
的政治背景，从多方面论述了在这两个时期中两族之间的政治关系；从两族之间的战争、友好关系、
两族政教上层之间的交往、政治制度的相互渗透等，阐述了两个民族如何在纷争和矛盾冲突中又不断
地推动着相互之间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增进两族之友谊的历史事实。
    三、纳藏两族历史上的宗教关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

宗教是纳藏两族文化交流史上最突出而有特点的内容。
本部分从唐时期吐蕃苯教对纳西族的影响，苯教与东巴教 的比较研究、敦煌吐蕃文书与东巴古籍以及
东巴教古画《神路图》的个案比较研究、藏族佛教不同教派对不同地区纳西社会的影响以及纳西族木
氏土司对藏传佛教的贡献等，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两族历史上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密切关系。
    四、纳藏两族历史上的商贸关系。
这一部分通过历史上非常突出的纳藏贸易，从一个重要方面透视纳藏两族历史上的经济关系。
本部分论述了从唐代到近现代两族的商贸交流，重点论述了从清代到民国年间发展繁荣起来的 “茶马
古道”上的纳藏贸易，分析了两族贸易的特点、制度、习俗以及纳藏贸易对促进两个民族友好关系所
起的历史作用。
    五、从文学艺术和语言的角度看纳藏关系。
本部分从文学、歌舞、绘画、语言等诸多方面论述了纳藏两个民族历史上的文化交流。
重点从与纳藏关系密切相关的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流传和不同文本、流传在川西、滇西北
地区与纳藏关系有密切关系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故事、东巴教卷轴画中的纳藏文化交融、丽江壁
画中的藏传佛教文化内容和艺术风格，以及歌舞、语言中的纳藏文化交汇等方面，论述了纳藏历史上
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
    六、纳藏两族的相互融合。
本部分通过列举滇川藏部分地区纳藏两族相互融合、同化于对方的实例，论述了历史上两个民族在密
切的交往中所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族群结构。
此章除了引用很多历史文献记载和民族志资料，还用作者在不同的地方实地调查的一些实录个案，来
更直观地透视两个民族的相互融合和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习俗上的相互影响。
     本书的研究证明，纳西族和藏族的历史关系具有这样的性质和特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两个
同源异流的民族之间因各种复杂的原因，相互间有过剧烈的矛盾冲突，发生过你争我夺的战争，但两
族之间一直有着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密切交往；两族人民在分分合合的矛盾斗争
中也锤炼出了深厚的友谊，形成了滇川藏地区纳藏两族之间文化、族体等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格局。
深厚的友谊、各自吸纳互补的多方面交流，是贯串纳藏两族历史关系的主线。
    本文除了论证上述反映在各个方面的纳藏历史关系的具体内容外，还可佐证以下几个基本的观点：  
 在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史上，不仅反映了人们常提到的“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
离不开少数民族”，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少数民族也离不开少数民族。
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区域内的少数民族相互间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关系，是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的形成和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繁荣的重要动力。
历史上特定区域内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形成该区域社会和文化个性和特点的重要因素。
纳西族和藏族之间这种丰富多彩的历史关系，对中国西南滇、川、藏毗邻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特点
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许许多多类似纳西族、藏族这样历史地形成的民族关系，构成了中华
民族文明史、中华民族关系史的宏伟画卷。
     在私有制存在的社会里，民族对抗和民族压迫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上各民族对地域和资源的争夺、
各自势力的扩张等，必然导致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
另外，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央王朝的政治制度、边疆政策、民族政策既影响着各
民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也影响着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
各个民族在矛盾冲突中又相互汲取各自在经济、文化上的长处，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各民族的和谐友
好关系就是在不断的矛盾纷争中，逐步地建立起来的。
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上纳藏两族有过冲突和战争、有过相互间的压迫，就否定两个民族之间历史悠久的
友好和谐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纳藏两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友好
关系，就否定历史上两族之间曾有过的矛盾和斗争。
很多国内外的历史事实证明，民族之间的和谐友好关系常常是在经过或长或短的矛盾冲突后逐渐地 建
立起来的，即使在两族之间有着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交流的情况下，也难免还产生一些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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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藏两族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逐步磨合，求大同存小异，最终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与和谐的民族关
系。
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民族关系持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只有这样，才可能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
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
    本研究在进行的过程中，始终遵循了笔者的导师何耀华教授所提倡的“ 历史民族学”的研究方法，
即将历史文献和田野实地调查所得的民族志资料结合起来分析问题。
在文献引证方面，在大量引证汉文史料的同时，也引用了很多纳藏两族的文字资料，以及西方学者撰
写的民族志资料；笔者还引用了中国很多学者的田野调查材料，也融进了不少笔者亲自调查所得的第
一手资料。
    本研究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微观的专题和个案研究，但从藏族和纳西族历史上的
关系这一角度看，则是一个宏观的研究。
其宗旨在于理出纳藏两个民族关系史上一条比较明晰的线索，深入探讨一些比较具体的两族关系史问
题。
在两族历史关系的研究上，需要做更为深入的专题研究。
同时，笔者为避免宏观研究中常常容易犯的空疏浮泛之弊，在文中亦作了一些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和
个案研究，力图达到一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宏观看微观，又从微观看宏观的互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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