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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股文化热正在祖国大地上悄然兴起，普及性的历史读物日渐增多。
遗憾的是，。
有关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通俗读物相对较少，在许多书店难觅踪影，因此看到高洪雷托人辗转捎来的
这部书稿自然感到十分高兴。
    高洪雷同志的这部作品以生动活泼的文笔，简明扼要地勾画出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
书名为《另一半中国史》，既形象而又寓意深刻，点明少数民族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
部分，充分肯定了少数民族对祖国的缔造和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
    众所周知，我国自古是多民族的国家，从秦汉起更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
现今在我国境内居住着56个民族，除了汉族，还有55个少数民族。
此外，在历史上还存在着许多曾经称雄一时而后融合到其他民族或者迁徙到中国境外的少数民族。
如今汉族人口之所以占到绝大多数，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民族
的成分，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同时，汉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曾有不少人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为少数民族注入了新的血液，可谓是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一部悠久漫长的中国历史，就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谱写的。
作为我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处于先进地位，对祖国的缔造和经济、文化
的发展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各个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属于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对祖国
的缔造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也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
    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在边疆地区，他们一般都是当地疆土的最早开发者，并且首先实现该地区
的统一，从而为全国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统一则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实现的。
我国辽阔的历史疆域是由满族建立的清朝最后确定下来的。
    我国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建立过许多区域性政权或统一王朝，它们都曾创建各具特色的经济、政
治制度，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对隋唐经济推动巨大的“均田制”即源自鲜卑族创建的北魏、北周的均田制。
元朝实施的行省甜度是我国省级行政区创建之肇始，它经益损改革被后代沿用下来。
    我国的少数民族曾经独自或与其他民族包括汉族人民一起掀起规模巨大的反抗统治者残暴压迫和剥
削的斗争。
明清时期，我国开始遭受外敌入侵时，少数民族又与汉族人民共同展开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
到了近代，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更是同仇敌忾，一起用鲜
血和生命来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在物质文化方面，许多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曾独立驯化和培育多种优良的牲畜品种，发展了畜牧
业技术。
从春秋战国秦汉时起，北狄、匈奴和西域的大批马骡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促进了内地交通运输和农
业、手工业的发展。
许多少数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也有不少突出的成就。
南宋末年流落到海南的黄道婆学习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元初返回家乡松江后加以改进和推广，使
松江迅速崛起，成为一个著名的棉纺织中心，带动了江南棉织业的发展。
    在精神文化方面，少数民族素以能歌善舞著称，他们发明创造的胡笳、羌笛、羯鼓、腰鼓、横吹、
琵琶、三弦、箜篌、唢呐、铜钹等众多的乐器至今仍在广泛使用。
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也是争奇斗艳，成就斐然，古代敕勒民歌《敕勒歌》、藏族史诗《萨格尔王传》
、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传》、维吾尔族叙事长诗《福乐智慧》等都是脍
炙人口的名篇，清代满族作家曹雪芹的名著《红楼梦》则把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向巅峰。
至于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和建筑艺术的成就，更是人所共知了。
    可见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内涵是多么的博大精深、瑰丽奇绝，然而目前以少数民族历史为题材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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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读物却数量不多。
我想，这除了受到当前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相对薄弱的制约之外，可能还与一些作者和出版社不很了解
和熟悉我国的民族政策有关，担心弄不好会惹出麻烦来。
    写作少数民族史的作品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高度出发，坚持民族
平等的原则。
这就要求我们摒弃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平等地对待我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肯定汉族和各个
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都享有中国历史主人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并且以此为出发点来
阐述他们在历史上的关系，评价他们的历史活动，分清是非曲直，而不厚此薄彼。
过去有些论著之所以出现问题，一大原因是把汉族及其建立的中原王朝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把中原
王朝的历史等同于整个中国历史，而把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或王朝视为“异族”或“外国”，排
除在中国历史之外，从而违背了民族平等的原则。
    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他们的祖先很早就劳动、生息、繁
衍在祖国的土地上，有的最初还是在中原地区活动，后来才逐渐迁移到边疆地区的。
只有个别的民族是外来的民族，但他们在迁入我国并取得中国的国籍以后，也已成为我国的少数民族
。
至于回族，虽然有较多的外来血统，但他们并不是在境外形成为一个民族再迁入我国境内的，而是由
在我国落地生根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等与维吾尔、蒙古、汉等民族的一部分人互相通
婚融合后，在我国境内形成为一个民族的。
我国境内的这些民族不仅共同开发了祖国的疆土，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历史，而且从很早的时候起就结
成了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在生产和生活上形成互相依存的关系。
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随着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也日益密
切。
他们曾多次长时间地统一在一起，共同处于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权管辖之下，命运相同，休戚与共。
及至清代，当我国的疆域最后确定下来之时，所有这些民族世代居住和开发的地区都成为我国的版图
，他们共同结合成为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的历史过程也就完成了。
及至近代，在共同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殊死搏斗中，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血与火的锤炼，又进一
步发展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
因此，我国境内的各个民族，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理所当然地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都享有
中国历史主人的政治地位和权利。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谈“中国”一词的古今变化问题。
“中国”一词出现很早，但古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历代王朝都自有国
号，并不冠以“中国”二字。
古代的“中国”通常是一个地域的、文化的概念，而且其涵义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武王、成王之时的文献记载，指的是京师雒邑（今河南洛阳）。
《诗经·大雅·民劳》日：“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以“中国”对“京
师”，以“四方”对“四国”，故郑玄《笺》注：“中国，京师也。
”《汉书·地理志》谓：“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
”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分布在东、西、南、北四土（亦称“四方”、“四国”），而京师雒邑居“天
下之中”，故称“中国”或“土中（即中土）”。
到东周，“中国”的称呼由周天子的直接统治区扩大到华夏诸侯国，但衡量“华夏”与“夷狄”的条
件不以地域而以文化为转移，只要是吸收周文化、遵行周礼的，即使是“夷狄”，也可称为“诸夏”
，否则即使是周王室的同姓诸侯国，也被称作“夷狄”。
到春秋战国，“中国”的称号逐渐演变成华夏诸侯国所在的中原地区的通称。
东汉以后，它又用来指称中原王朝的管辖地区。
到了清朝实现全国的大统一，中国疆域可以说已经确定下来，各民族共同结合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过
程已经完成，“中国”的涵义也大大拓展，实际上包括了中国的整个领土和所有民族，清朝在外交中
便称自己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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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时清朝的国号是“大清”，仍未冠以“中国”二字。
    显然，在古代，“中国”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国家称号。
古代史籍中的所谓“国”，指的是某个奴隶制或封建制的政权，并不包含当时我国的所有民族和疆域
。
这些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国”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国家”概念是不同的。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国家”概念，是指把境内的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
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
这种近现代意义的国家，乃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经济发展的产物。
在我国，建立这种近现代意义的国家则是清代以后的事。
只有到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夺
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实现民族平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才最终成为具有近现代
意义的正式国名，涵盖了我国的所有民族和疆域。
因此，我们不能把汉族及其建立的中原王朝与历史上的中国划等号，把其管辖之外的少数民族及其所
建的政权、王朝排除在中国之外。
1840年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以前的清代疆域是中国的历史疆域，凡是在这个疆域之内繁衍、生息、活动
的民族，都是中国的民族，其所建立的政权、王朝都是中国的政权、王朝。
尽管在互相对峙时期，这些民族和政权、王朝是彼此视为异族、外国的，但这里的异族、外国是相对
于另一方而言，并非对中国而言；如果对中国而言，它们就都是中国的民族和政权、王朝。
在历史上，汉族中原王朝固然以“中国”自居，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王朝也不自外于中国。
两晋南北朝时，建立北汉的匈奴人刘渊就自称“汉王”，声称自己是继承汉朝法统的中国皇帝；建立
夏政权的匈奴人赫连勃勃则自称“朕大禹之后”，是继承夏朝法统的中国皇帝。
辽、宋、夏、金对峙时期，各个民族政权都以“中国”自居，指斥对方是“蛮夷”、“僭伪”。
清朝康熙帝诗云：“卜世周垂历，开基汉启疆”，也认为其先祖继承的是周朝开创的法统，汉朝开辟
的疆域。
所以这些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王朝的兴衰史，理所当然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了。
    高洪雷同志较好地把握了民族平等的原则。
他的这部作品从民族团结的视角，试图引导读者在各民族兴替沉浮成败荣辱中思考人生。
他坚信“只有系统完整地反映各少数民族从洪荒落后到繁盛文明的发展历程，才能使读者真切地感受
到少数民族发展进程的曲折与凝重，进而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孤立民族的涓涓细流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多
么微不足道，各民族团结互助汇成滔滔江河结伴前行，才能抛弃历史的包袱，超越现实的阻隔，奔向
未来的大海”。
整部作品立意高远，而又写得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熔科学性与趣味性于一炉，相信它的出版会受到
普通大众的欢迎。
    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和作家多写一些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雅俗共赏的普及读物，并能“飞入寻常
百姓家”，让人们受到历史的熏陶，智慧的启迪。
    陈梧桐    2008年4月28日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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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很幸运地走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之路上，但我们还需要一盏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照亮
前方的路，这盏灯就是文化传统和民族智慧。
　　&ldquo;另一半中国史&rdquo;只用六个汉字就涵盖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气质，因为，在汉文化为主
流的文化长廊中，永远镌刻着中国多民族文化的绚丽身姿。
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依稀记起匈奴、柔然、乌孙和楼兰等等古民族时，在《另一半中国史》里，令
人惊奇地看到了他们的生离死别和爱恨情仇&hellip;&hellip; &ldquo;另一半中国史&rdquo;是一个智慧而
大胆的论断，当我们不能从史学家的著述里找到这个概念时，就有理由说它是独一无二的。
由此我们应该向作者致敬，他没有史家、民俗学家和作家的光亮头衔，也没有&ldquo;隐者&rdquo;那
般高深莫测，但他却是一个用心阅读、勤于思考的思想者，他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充满崇敬和率直的拷
问。
在&ldquo;文化喧嚣&rdquo;的时代，坚守、沉静、思索和高雅的情趣成就了高洪雷先生这部经得住历
史检验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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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洪雷，生于196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山东新泰人。
1979年就读于某大学中文系。
先后在乡、县、市、省直机关任职。
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表散文、随笔、论著，主要作品有《布衣》、《片瓦集》、《百叶集》、《绽放
在雪域的格桑花》、《本色苏武》、《壮哉钓鱼城》、《楼兰啊，楼兰》等，代表作《另一半中国史
》已被译成韩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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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十二、与昨天分手也许是为了与同样信仰回教的回族区别开来，回人在近代改名“维吾尔”
。
极其滑稽的是，20世纪初，一伙维吾尔人竟然数典忘祖，把自己当成死敌突厥的一部分，将西方殖民
主义者别有用心的地理名词“东突厥斯坦”政治化，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其民族有近万年历史；鼓噪所有操突噘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
国家；否认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
异教徒”。
突厥斯坦，意思是突厥人的地域，是西方中世纪地理学著作中的一个概念，泛指中亚锡尔河以北及其
毗邻的地区。
19世纪初，西方列强在中亚进行殖民扩张时，别有用心地将这个学术概念现实化，把中亚河中地区称
为“西突厥斯坦”或“俄属突噘斯坦”，将新疆塔里木盆地称为“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
。
读到这里，渎者们能不对这一强奸历史的逻辑感到滑稽可笑吗？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11月12日深夜，就在新疆督军盛世才与回族军阀马仲英激战正酣之际，伊
斯兰教神职人员沙比提大毛拉和东突理论家穆罕默德·伊敏在今喀什打出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教共
和国”的旗号，煽动民族仇视并屠杀兄弟民族。
次年的2月6日，苏联红军配合盛世才结果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共和国”。
算起来，这个“怪物”只存在了可怜的86天，仅仅比袁世凯的皇帝梦多做了3天。
在德国发动侵苏战争之后，靠苏联起家的盛世才认为苏联必败无疑，中共也朝不保夕，便一下子倒人
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怀抱，赶走了苏联政府在新疆的外交人员，逮捕了在新疆工作的130多名共产党人
及其家属（毛泽民及其妻子朱旦华、儿子毛远新一起被捕）。
为此，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专门会见盛世才并警告说：“如果加害毛泽东的弟弟，你将难逃厄运
；而加害陈潭秋，将招致苏联的全面军事行动。
斯大林希望毛泽民与陈潭秋能很快恢复自由。
”但盛世才已经利令智昏。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9月27日深夜，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其他
人员3年后才被张治中释放）。
盛世才的反复无常充分印证了前任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对他的评价：“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
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爆发，矛头直指丑恶嘴脸暴露无遗的盛
世才。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信仰马列主义并赢得了苏联伊宁领事馆支持的伊斯兰教解放组织打出的旗号
竟然也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直到两年后，亲共的维吾尔族爱国首领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掌握了革命领导权，才主持纠正了革命
初期的分裂主义倾向，取消了明显带有独立意味的名称，成立了伊犁、塔里、阿山专区（新中国正史
称之为三区革命政府）。
盛世才的苦日子开始了，雪上加霜的是，国民党陶峙岳兵团三个师奉命进入迪化，他的“新疆王”地
位受到巨大挑战。
于是，他一面大肆逮捕国民党人，一面厚颜无耻地致电斯大林，要求重新加入苏联共产党并将新疆划
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此时的斯大林已经彻底认清了盛世才的机会主义面目，不仅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且把他的电报原
文转给了蒋介石。
很快，蒋介石将盛世才调任最没有油水的中央农林部长一职，这个双手沾满新疆人民和共产党人鲜血
的土皇帝终于狼狈出疆。
后来，他成为台湾一家菜馆的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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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苏联调解，伊宁政权和国民党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6月合并成立了新疆省联合政府，国民党西北
行营主任张治中兼任新疆省主席，伊宁政权首脑阿合买提江和维吾尔学者包尔汉·沙希迪被吸纳为副
主席，伊宁政权的另一名领袖阿巴索夫任副秘书长。
但为了限制三区革命，国民政府竟然将一贯坚持独立的麦斯武德、伊敏、艾沙和三区革命的叛徒乌斯
满塞进了联合政府。
伊敏于20世纪30年代流亡印度时写成的小册子《东突厥斯坦史》开始在新疆广为流传。
由于张治中和阿合买提江坚持“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政策，结果遭到了国民党顽固分子和突
厥主义分裂势力的不断攻击。
民国三十六年（1947）5月，张治中辞去了新疆省主席职务，包尔汉被调往南京担任国府委员的闲差。
分裂分子麦斯武德、伊敏、艾沙分别被国民政府单方面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已经卖
身投靠国民党的乌斯满公然带领军队进犯三区。
阿合买提江被迫率领三区代表撤回伊宁，国民党军队和三区武装沿玛纳斯河形成对峙。
“得志者”表面上秉承蒋介石的意志，私下里却做着独立的美梦。
民国三十七年（1948），在国民政府行将崩溃之际.他们正式提出了新疆另名“中国突厥斯坦”，“给
予独立以下、自治以上地位”的要求。
结果，蒋介石雷霆震怒，立即宣布撤掉这些不知好歹的家伙.将身边的维吾尔族“闲人”包尔汉派回新
疆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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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把民族团结的火炬举得更高    落尽树叶的林子不一定是荒林。
属于偏远、冷僻题材的《另一半中国史》能够被文化艺术出版社作为重点图书出版，的确出乎我的意
料。
    构思和写作《另一半中国史》纯属误打误撞，因为我的工作经历和少数民族毫无关系。
多年前的一天，一位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专家在演讲中说：“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就提出了汉满蒙
回藏‘五族共和’的口号，其中的‘回’就是指回族。
”而在我的记忆里，孙中山所说的“回”应该是“维吾尔”。
民族研究工作者都有如此的常识性错误，民族史对当代青少年来说就更是一片陌生的天空了。
从此，岁月为我打开了一扇悠远而深邃的窗户，我开始积累关于古代少数民族的资料，追寻中国少数
民族的来龙去脉，挖掘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文化根柢。
    之后不久，我在参观内蒙古历史博物馆时，居然找不到有关草原帝国“柔然”的任何文字。
更令人痛心的是，个别不懂历史的维吾尔人竟然扯起自己的祖先回鹘的死敌一突厥的旗号，妄图恢复
早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所谓的“东突厥斯坦”。
于是我决定创作一部中国少数民族史话，以轻松闲适的笔调细细还原历史真相，通过一系列引人人胜
的历史故事带领读者突围尘封的历史大门，串联出泱泱中华56个民族碰撞、交往的瑰丽画卷，展示给
和我一样对历史有点兴趣并希望轻轻松松读史的千千万万的普通读者，让大家在娓娓的和风细雨中感
受历史人物惊涛拍岸的英雄情怀。
力图把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聚齐，使各族人民尽情沐浴先祖的光彩；把各民族的历史脉络理清，使
各族人民都能浏览本民族成长、成熟、定型的不朽雕像；把民族团结的火炬举得更高，从而温暖各少
数民族曾经在某一历史时段被边远与冷漠的心。
    从2001年开始构思与铺陈，这本书占有了我几乎每一个月圆月缺的夜晚。
从此，我抛下繁杂的尘世喧嚣，避开正常的人际交往，远离诱人的灯红酒绿，一头扎进寂寥而幽深的
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园林。
为经得起岁月的检验，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历史典籍，如中国的《史记》、《汉书》、《后汉书》、
《三国志》⋯⋯如外国的《世界史》、《中亚史》、《波斯史》、《阿拉伯史》、《印度史》⋯⋯为
增加作品的现场感，我走进了历史的山山水水，从蒙哥折戟沉沙的钓鱼城，到赫连勃勃威震四方的白
城子；从文成公主远嫁的日光城，到乙弗氏自尽的麦积山；从草木青青的昭君墓，到绿柳依依的姑苏
城；从巍峨俊俏的天山，到风花雪月的大理⋯⋯就这样，经过2000个日日夜夜的写作、考证与修改，
经过文化艺术出版社编辑的打造与磨砺，特别是经过国家民委的审读，最终以《另一半中国史》的书
名于2010年艰难面世。
    说她“艰难面世”，绝非危言耸听。
因为少数民族史对于许多人看来是一个创作禁区，其中涉及许多敏感而纷繁的民族与宗教问题。
有的外国作家曾因个别不恰当的表述被某国际宗教极端组织追杀，有的中国作家曾因把不具代表性的
民族习惯写进小说受到批评，也有个别出版社因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审查不严受到国家相关部门追究。
特别是近年来，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单线进化
论等思潮沉渣泛起，而国外个别书籍和媒体在东突厥斯坦、达赖喇嘛、高句丽、梵蒂冈教皇、伊斯兰
教原教旨主义等问题上闪烁其词，甚至推波助澜，加上国内也很难找到明了、系统而权威的资料，这
就更增加了作家和出版界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担心。
这部书稿尽管摒弃了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狭隘观念，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站在国家统一和
民族团结的高度，充分论证了所有民族对祖国昌盛、人民进步与疆域拓展的巨大贡献，但还是在出版
时遇到了重重阻力。
书稿历经三家出版社，在一家出版社甚至通过了三审，最终还是被社领导断然枪毙。
2010年7月19日，我接到责任编辑李恩祥寄来的散发着墨香的样书，感觉就像当年接过经剖腹产而诞生
的女儿。
那一刻，望眼欲穿的我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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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的过程也是我再一次对中华民族大历史观进行归纳、提炼与升华的过程。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我们真的了解中国吗？
事实上，我们以往的解读带有强烈的中原核心论的倾向，我们忽视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
，那其中不仅有汉民族的历史，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每一个民族都有辉煌的过去和个性的文化
，大家在彼此的磨合与碰撞、交融与参照中奉献着自己的文明，这才铸就了中华文明的整体辉煌，并
实现了孔子所设想的“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基础上的真正和谐与共同进步。
    尽管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时空中存在过众多的族群，尽管在这些族群的远古神话里不约而同地
强调自身文化的“纯正性”，尽管各个族群有过太多的分分合合，你来我往，但严肃的学术研究和考
古发掘表明，各种族群在频繁的迁徙过程中都经历过不止一次的碰撞、交错与融合，各种文明几乎无
一例外有着“多元一体”的基本形态，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无疑是历史演进的主线，“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具特色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格局早已形成。
    中国是一个有着相对宽松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是各个民族文化得以“不朽”的最可
靠保证。
一种文化只有融人更为丰富、更为多样、更为博大的复合型华夏文化之中，才能保证在“和而不同”
的中华大文化背景下的个性生存。
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反之，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才能使这个民族的文化长盛不衰。
文化上的唯我独尊、固步自封，对其他文明的视而不见，甚至肆意排斥，都不是一种明智的理念，交
流、共享、融合才是共存共荣的根本出路。
一个孤立民族的涓涓细流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微不足道的，各民族团结互助汇成滔滔江河结伴前行，才
能抛弃历史的包袱，超越现实的阻隔，奔向未来的大海。
这是一条踏平了偏见、铺展着平等、输送着团结、叠加着文明的金光大道。
在“华夏”这个温馨的大家庭里，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无一例外地享受到团结、和谐、富强、民主、文
明的盛宴。
    民族歧视、人类自残和毁灭家园的惨剧正渐渐退向灰色而蒙昧的远方。
我们企盼着没有民族歧视、没有民族隔阂、没有民族战争的时代，这一天的到来是文明的人类共同的
梦想。
    最后，我要感谢李恩祥、左中一、刘静、索郎央金、刘焕立、王红勇、乔新家、成爱民为本书出版
付出的艰辛与智慧，感谢范曾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历史学家、中央民族大学陈梧桐教授为本书
作序，感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司、宣教司对本书的审读，感谢张若璞、田青、濮继红、侯健飞
、唐山、王楠、聂炳华、卢敏、张用蓬、张欣、陈玉玺、蔺时工、谭践、戴兵、张建立、肖宝巨对本
书的评价与推介，感谢成爱军以埋没自我的情怀给我腾出了一片从容笔耕的家庭空间。
我很幸运，我人生的每一段航程都有同事、朋友和亲人提供的温馨港湾供我停靠与憩息。
更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科学发展与富民强国”成为中国
人民共识的仆大时代。
    天资平平的我深信，一个人即便是天使，也需要依托蓝天才能飞翔。
    作者    2010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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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用通俗的语言、翔实的史料、丰富生动的历史故事叙述了中国历史上各少数
民族的兴衰更替和发展演变，内容丰富全面，民族历史脉络清晰，历史故事引入入胜，读者可以在阅
读欣赏过程中，更深切地体味到中国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的历史过程，进一步增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思想观念，是一本较好的普及性读物。
　　——国家民委 张若璞以往的大部分中国史就像“单声音乐”一样，虽然旋律跌宕起伏、充满魅力
，但有了这“另一半中国史”，中华民族的历史才构成了一部多声部交错、和声饱满的交响乐。
　　——音乐家 田青粗粗一看，作者似乎在回味少数民族的昨日留影，但他的笔触却又时时不忘敲凿
中华民族从洪荒到繁华的不朽雕像，并注意揭示着我们民族日渐富强、民主、文明的本原——这，凸
显了作者维护民族大统一的苦心、深意。
　　——作家濮继红看完此书，我们应该不再纠结，这部历史是否应属于大部分亚洲史，还是一部欧
亚大陆史，因为它只算是一个开端，当更多专精的研究终于转化成普遍的知识，步作者的后尘成为演
义、小说、戏剧时，那么作者开创之功便如当初的张骞通西域，希冀的是滚滚而来的继任者。
　　——《光明日报》记者 王楠本书修补了大多数读者缺失的集体记忆，这将有利于我们更完整地认
识历史，从而获取更全面的文化人格。
自古以来，散文便是中国文学之主脉，本书继承了先贤“文以载道”之余意，堪称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
　　——《北京晨报》记者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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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另一半中国史(新版)》国家民委审读，范增，田青，陈梧桐联袂推荐，中华多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
域的壮美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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