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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大西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也是古代世界四大文明的汇聚之地，具有丰富的文化
底蕴，至今仍吸引着世界学者的目光，成为多种学科的源头。
在当今西北周边的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实施的新形势下，对于事关我国国家
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西北民族问题的研究。
尤其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西北民族论丛》于是应运而生。
它将以“西北民族”为研究重点，主要方向为西北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西北民族与邻国交流史、西
北民族宗教文化研究、西北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等。
从学科来讲，西北民族研究不仅涉及历史学中的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科技
史、文物考古等学科；而且也涉及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法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大学科，反映
了海内外相关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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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伟洲，1940年2月生，广东开平人。
196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考取该校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
教授。
1965年于西北大学历史系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毕业。
先后在陕西省博物馆及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从事中同民族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1986年由讲师破格提升为教授。
现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原
全长）。
中国民族文学会顾问（原副会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常务理
事等。
等。
主要论著有《赤勒与柔然》、《吐谷浑史》、《汉赵国史》、《南凉与西秦》、《中国中世西北民族
关系史研究》、《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边疆民族历史文物考论》、《长安与南海诸国》、《
陕西通史·民族卷》、《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唐代党项》、《西北民族史研究》、等；在《
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文物》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其中著作曾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次、一等奖1次，及首届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
1993年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并获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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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论“民族社会”的性质贺信致谢词我认识的马长寿教授求实求真的科学开拓者马长寿先生的学术思想
和治学方法马长寿先生的治学之路与中国民族研究的方向马长寿先生的治学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启
示马长寿与藏彝民族走廊研究马长寿先生的边政研究关中胡人：马长寿和他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
的关中部族》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的奠基之石——《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评述夏商民族思
想的变迁探析周文化在山西地区的扩散和影响两汉迄隋中原王朝对“四夷”的服饰赏赐十六国时期少
数民族政权的司法制度唐“松外蛮”考敦煌藏文写本《岱噶玉园会盟寺愿文》研究简论中国古代北方
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交融试论杨增新、金树仁主政时期新疆的社会经济国民政府治藏宗教政策及实
施关于抗日战争期间昆明天主教活动的认识民族历史学研究的一股清风——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
—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读后“颜色革命”冲击下中亚局部地区动荡的民族宗教因素整合
与重建：冶力关地域民族生态文化的转换与发展附录　“纪念马长寿先生诞辰100周年暨中国民族学百
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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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求实求真的科学开拓者　　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成立一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纪念马长寿先生具有
特殊的意义。
马先生为文博学院的前身历史系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
他在1955年根据我国第一个五年科学规划，从上海复旦大学来到西北大学，在历史系建立了西北少数
民族史研究室，培养了第一批研究生，成为我校的重点学科。
他担任过历史系刚兴建起来的考古教研室主任，为我校有特色的传统学科——也是全国第二个考古学
专业的建设，作出过奠基性的建树。
他对前伊斯兰研究所（现在改为中东研究所）的建设，积极倡导、支持。
当我们回顾文博学院艰难的发展历程的时候，很自然怀念马先生，感谢马先生，并且可以告慰马先生
在天之灵，他毕生为之努力的民族史专业、洒下大半生汗水的历史系和关怀的中东研究所，现在都正
在成长、正在发展、正在稳步前进！
　　我和马先生相识是在1957年秋季，是我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回校之后，当时他已在西北大学工
作两年了。
他在民族史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他在西北大学的业绩，我早有所闻。
然而作为一个青年，面对一位著名学者，当时仍不免有些拘束。
但是，他那豪爽乐观、平易近人的谈吐，使人们一般憷见的那种陌生感和敬畏感一下子消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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