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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0年底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后，我们就考
虑要编写一部全面反映和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的丛书，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了《中国西北少数民族
通史》这个题目并且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之所以称“通史”，有这样几点考虑：    通史的第一点含义是要与族别史相区别。
在已经出版的有关西北少数民族的著作中，族别史、专史和地方史很多，而将西北少数民族在一个时
期的活动通盘来研究和阐述的著作则比较少，族别史、专史、地方史虽详于一族之史和一地之史，却
不能将其与中国西北地区的整个形势和各民族在同一时期的活动贯穿起来研究，而只有将同一个时期
西北的每个民族都放在同一平台上联系起来研究，才能更好地了解一定时期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全貌。
    通史的第二点含义是指，我们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是对各民族的族源、发展过程、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民族关系及其生存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作全面的研究，避免过去重政治轻经济，重
族源轻社会，重文化轻自然生态环境的现象。
    通史的第三点含义是指，本书不仅按时代将西北各民族置于同一平台上进行全面阐述，而且对各时
期各民族的史料、研究状况、有关的论著目录作了较系统、详细的介绍并编制了大事年表，便于读者
使用，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通史的第四点含义是指，本书上起先秦，下至公元2000年，是完整意义上包含了古代、近代、现代
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的现代史，学术界还很少有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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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基本资料和研究状况　　第二章 研究状况　　第一节 基本研究状况　　一、国内研究状
况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百业待兴。
国家和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有力措施，以恢复和发展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文化事业。
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有
关西北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关系的图书，如《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中国西北少数
民族关系史》、《宁夏回族》、《甘肃少数民族地方》、《青海少数民族简史》等；西北少数民族地
区的地方志、报刊、档案、期刊也不断涌现，如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志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到2000年为止，西北各个民族自治区、自治州及绝大多数自治县均出版了自己的地方志，介绍新中国
成立以来民族地区的。
自然资源、历史沿革、物产风俗、经济发展、文化成果等；西北五省区的各大报纸对发生在少数民族
地区的大事进行报道。
研究少数民族的各种期刊也不断出版发行。
这些刊物也反映了有关西北少数民族的研究状况；各自治区及省五十年来的各种档案也成为研究西北
少数民族当代史必不可少的资料。
近几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一些适应西部大开发的著作相继问世。
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不断地补充着西北少数民族研究方面的空缺和不足，记录和分析着西北少数民
族地区的巨大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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