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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与廖杨初次见面，是在1996年5月。
当时，他是广西师范大学历史与信息学系应届本科毕业生，被免试推荐到兰州大学参加民族学专业硕
士研究生入学复试，他手里拿着长约两万字的毕业论文《壮族瑶族的传统文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和一
篇发表在《广西民族研究》上的论文来见我。
面试时，我向他提出了一些民族史方面的问题，尽管他的回答不太令人满意，但他好学上进的态度给
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入学后，我们上课几乎是面对面地单独进行，因为当年本专业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同学被录取。
　　在三年的硕士研究生学习生活中，廖杨一直都很努力，成绩也比较好。
他曾两次获得兰州大学罄川良一优秀教育基金研究生奖学金一等奖，多次出席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研
讨会，并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5篇。
同时，他还积极参加我的科研项目，并以《中国少数民族的形成与演化问题研究》为题，完成了七万
余字的硕士学位论文。
这篇学位论文分成四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学界关注，有的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
载，有的文章被《中国民族研究年鉴》介绍主要观点。
这为他毕业后的进一步深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9年6月，廖杨硕士毕业后回校参加工作，同年8月重返兰州大学，继续在我名下攻读民族学博
士学位。
在此期间，他在民族学和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较大的进步。
2001年5月，他申报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港澳台族群社会与文化研究》获准立项；同年11月，他
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宝钢教育基金优秀学生（博士研究生）奖牌和奖金。
兰州大学文科研究生获此殊荣，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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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及宗教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次从宗法角度较
为系统深入地探讨了中国西北古代少数民族宗法文化的起源和表现形态，并将宗法文化的功能分析融
入其中。
    本书对于西北古代少数民族宗法文化形态的分析，贯穿了历史向度与文化多元有机结合的解释模式
，强调文化多样性与统一性解释模式的适用问题，并试图从“宗法文化”这一视角去审视中国西北古
代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文化场景。
  　本书从宗法文化角度梳理了西北和部分北方古代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地区之间的联系、交往和依
存发展关系，是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新的成功尝试，适合于高校师生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参考
使用，也可以供民族学、民族史、文化史和历史人类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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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杨，壮族，l972年，月生，广西金秀人，1996年6月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99年6月、2002
年6月获兰州大学民族学硕上、博士学位，现为广西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2002年11月晋升为副教授，2003年3月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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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研究中国西北古代少数民族的宗法文化，首先应该了解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并对其重点
、难点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才能得出科学、正确的认识，也才能有所突破和创新。
　　第一节　西北古代少数民族宗法文化的　　研究资料和研究概况　　一、基本资料　　（一）纪
传体和编年体史书　　二十五史以纪传体的形式记载我国历代王朝史事，其中有不少涉及边疆少数民
族社会文化的内容，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基本史料。
除《宋书》、《南齐书》、《北齐书》、《梁书》、《陈书》较少涉及西北少数民族外，其余诸书均
或多或少地有所记载。
具体说来，涉及西北少数民族社会状况的正史史料主要有：　　1.《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卷三
《殷本纪》、卷四《周本纪》、卷五《秦本纪》、卷八八《蒙恬列传》、卷一○九《李将军列传》、
卷一一○《匈奴列传》、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等；　　2.《汉书》卷六《武帝纪》、卷二八《地
理志》、卷五四《李广传》《李陵传》《苏武传》、卷五五《卫青传》《霍去病传》、卷六一《张骞
传》《李广利传》、卷六九《赵充国传》、卷九四《匈奴传》、卷九五《西南夷传》、卷九六《西域
传》等；　　3.《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传》、卷八七《西羌传》、卷八八《西域传》、卷八
九《南匈奴传》等；　　4.《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及鱼豢喂魏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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