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契丹民族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契丹民族史>>

13位ISBN编号：9787563391318

10位ISBN编号：7563391312

出版时间：2009年12月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孙进己,孙泓

页数：301

字数：23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契丹民族史>>

内容概要

我开始研究契丹史是在1964年，当时想报考陈述先生的“东北民族历史地理”的研究生，陈先生指定
的专业教材是他所著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并送了我一本，我就认真地学习研究了该书。
以后参加了考试，成绩大约还可以，陈先生已经决定录取我，但政审不合格，未能去成。
陈先生答应收我为门外生，我开始在他指导下从事东北民族史的研究，契丹史当然也包括在内。
但1977年印行我的《东北民族史稿》时，契丹史这一部分尚未完成，因此未能编入。
1977年后我集中精力研究契丹史。
1978年我调入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辽金史研究室，但我仍被允许继续研究“东北民族史”，为了
配合全室的研究方向，我也把重点放在契丹史、女真史和辽金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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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进己，男，我国著名民族史学家。
1931年生于江苏无锡，1957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1978年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先
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1年任沈阳市东亚文化研究所所长，1992年任沈阳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至今。
主要论著有《东北民族史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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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契丹史和辽史长期以来混淆不清，被人们视为同一学科，但实际上它们分属两个学科。
契丹史属民族史，辽史属断代史。
辽史作为一部断代史应该研究辽代各族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
契丹族是辽代的统治民族，使得契丹族的研究在辽史的研究中通常占有重要地位。
但在辽代统治范围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仍是汉族，因此不可避免，汉族在辽史中占有相当大
的篇幅。
不少论述辽代的文章，实际上不是讨论辽代的契丹族，而是讨论辽代的汉族。
同时，在辽统治下，除契丹族和汉族外，还有女真族、渤海族、奚族、室韦族等，它们在辽史中同样
应占有重要地位。
过去对辽人和契丹人两个概念混淆不清，似乎辽人就是契丹人，这是错误的。
辽人应该包括辽统治范围内的各族。
因此，写辽史不能单写契丹族，而应写辽代的各族。
在辽史中，辽代各族都应占有相当篇幅。
把辽史的极大篇幅用来写契丹族，而仅用较小篇幅来写其他各族是不合适的。
这和过去许多中国通史仅着重写汉族，没有全面充分写中华各族人民的历史，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契丹史作为民族史来讲，它应主要研究契丹人的历史。
虽然写契丹史时不能不涉及契丹族和其他各族的关系，但只是从关系的角度写，其他各族在契丹史中
所占篇幅甚小。
有些文章写的是辽代的某一方面，内容主要是写辽代的其他族，就与契丹史无关或关系不大。
同时，契丹史既然是民族史，它就应写这个民族的形成、发展、消亡的全过程，而不能仅写辽代的契
丹族。
但目前有的契丹史著作，实际上写的仅是辽代的契丹族。
辽以前将近六百年的契丹族仅占全书十分之一，辽亡后数百年的契丹族仅占全书二十分之一，而用绝
大部分篇幅写辽代的契丹，这显然很难全面反映契丹族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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