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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甘肃藏族通史》是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中的一册，民族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其基本学术概
念就是&ldquo;民族&rdquo;，他就是研究民族这种共同体及其发展的一个学科，不研究民族，他在众
多的学科中就没有地位，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价值。
他的基本任务，是研究和揭示民族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他是一门科学；民族学的主要
内容，是研究民族这种特殊人们共同体构成的诸要素，揭示这些要素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发展、变化、
作用、相互联系及其运行机制；民族学当然还要研究和揭示每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质及其具体
发展规律。
中国的民族并非仅仅是文化群体，而是一个与政治密切相联，关系到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心理
及种族、生物等诸多因素的群体，研究他必然涉及众多的学科，因此民族学又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
很强的学科。
　　民族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民族学即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就
是这个过程的结果。
中国民族学与国外民族学，有密切的联系，中国民族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研究传统
、研究视角等方面，继承和吸收了大量国外民族学的优良成果，同时，中国民族学又有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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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甘肃藏区的自然条件　　第一节 自然地理　　一、甘南藏区　　（一）地理位置　　甘
南藏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即甘肃省西南隅的一部分，在行政上属甘南藏族自治州，辖合作市、
夏河县、碌曲县、玛曲县、卓尼县、舟曲县、迭部县、临潭县，总面积44000平方公里。
北依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南达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临甘肃省渭源、岷县、武都、宕昌
，西连青海省。
地理坐标东经100&deg;46'至104&deg;44'，北纬33&deg;06'至36&deg;10'之间。
全区东北部洮河、大夏河上游谷地海拔3000米以下有部分农田，舟曲县和迭部县南部从地理特征上属
陇南山地，其余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地貌上为我省高峻而辽阔的山原，在构造上为秦岭和昆仑两大
东西向地槽褶皱系的连接处，水系上除洮河、大夏河等黄河水系外，尚有白龙江等长江水系。
主要气候、植被自东至西为温带森林草原垂直带，向高寒草甸灌丛与高山草甸荒漠的过渡带，自然土
壤随着山原植被由暗棕壤、草甸土到高山草甸土，有相应的地带性变化。
紧连甘南高原区的陇南山区和舟曲迭部南部为温暖带林区。
　　（二）地形　　甘南藏区的地形西部高而东部低，其地形可分三类：　　1．东部高山峡谷区　
　这一地区主要是在郎木寺、下巴沟、康多一线以东，白龙江上游谷地以北，各河流将高原切割成一
条条峡谷，主要分布在迭（4254米）、岷（4026米）、白石（3908米）等地。
本地东西走向的高山有光盖山（4365米）、腊利大山（3802米）、斜藏大山（3971米）、莲花山（3578
米）以及冶木河以北的白石山（3908米）等。
　　2．中部高原区　　主要在郎木寺、下巴沟、康多一线以西，至大积石山、西倾山和达里加山间
的洮河与大夏河上游区，分布在玛曲、碌曲、夏河等地。
海拔在3000米以上，其特征是总体海拔高，但又多盆地或滩涂，植被良好，沃野辽阔，是天然的优良
牧场。
这里除地处黄河第一弯曲部的玛曲滩外，还有大夏河上游的晒经（金）滩、完尕滩、桑科滩、甘加滩
等，在洮河上游诸河谷有达久滩、伊隆滩、科才滩、苦水滩、加尕滩、沃米滩、晒银滩、果芒滩、尕
海滩以及河曲东端的乔科滩、文保滩、万延滩、扎西滩等。
　　3．西部山原区　　这一地区主要有大积石山（阿尼玛卿甘肃境内最高峰乔木格日山，海拔4806米
）、西倾山、达里加山（4636米），多为甘、青两省的界山，也是本区最高峰的所在地，形成黄河第
一河曲之所在地和主要支流的发源地。
河曲沿岸有广阔的阶地，多生长禾本科牧草。
　　这一地区主要为积石山、西倾山、岷山三条山脉，属东行昆仑山脉的余脉，呈西北至东南走向。
　　（三）河流　　甘南和陇南藏区境内，河流纵横，分别属黄河水系和长江水系。
　　黄河藏语称玛曲，自西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门堂向东流人甘南州玛曲县，然后又转向
西，绕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复人青海，在玛曲形成了黄河第一弯。
这里地势平坦，黄河流速缓慢，形成很多汊河和沼泽，两岸分布灌丛和大面积的草滩、沼泽地。
这一段黄河全长420公里。
　　黑河黑河是黄河的一条较大的支流，在甘南境内有30多公里。
　　洮河洮河是黄河的一条大支流，藏语称碌曲，发源于碌曲县西南西倾山。
东流40公里后，在李恰如牧场附近与野马滩河汇合，方称洮河，流经夏河、卓尼、临潭等地，甘南境
内全长330公里，流域面积2万平方公里。
主要支流有东巴沟河、卡车沟河、大峪沟河、压沙河、冶木河等。
洮河属黄河水系。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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