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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在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
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
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世纪90年代扩
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
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
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
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
、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文集《民族研究论文集
》(1981—1993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
为主要研究对象。
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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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策(1925—2003)，江苏宜兴县人，汉族。
中共党员。
1950年1月至1953年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当研究生，同时兼任实习教员。
1953年8月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
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1953—1963)、历史系(1963—1986)、中央民族管理干部学院(1986—1987)、
民族学系(1987—1995)执教。
1958年评为讲师，1978年晋升副教授，1987年晋升教授。
1995年离休。
治学领域较广，长于中国近现代史及中国近现代边疆民族史。
发表《左宗棠与规复新疆》等论文数十篇，著作有《中国近代史》(合作，1977年)、《少数民族与抗
日战争》(主编)、《近代中国民族关系史》(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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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近代新疆的几个中俄不平等条约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西北边界和沙俄的侵蚀扩张　二、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和《中俄塔尔巴哈台赔偿条约》　　(一)鸦片战争后沙俄加紧武装
蚕食中国西北边疆    (二)《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    (三)《中俄塔尔巴哈台赔偿条约》  　三
、《中俄北京条约》有关西部疆界的不平等条款  　(一)《中俄北京条约》关于西部“划界”条款的产
生　  (二)勘分西界的中俄塔城谈判和俄方片面中断会谈　四、《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有关的三个
勘界子约　  (一)塔城谈判中断后沙俄向中国西北边疆的入侵挑衅活动　  (二)塔城谈判的恢复和再次被
中断　  (三)《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　  (四)《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三个子约和沙俄在实地
勘界中的侵占活动　五、《中俄伊犁条约》及其专条，几个据此订立的勘界议定书　  (一)沙俄出兵强
占伊犁　  (二)收回伊犁的第一次中俄谈判，崇厚擅订《交收伊犁条约》　  (三)收回伊犁的第二次中俄
谈判，《中俄伊犁条约》(《改订条约》)的签订　  (四)《中俄伊犁条约》的严重恶果　六、《中俄续
勘喀什噶尔界约》和俄、英私分中国帕米尔　  (一)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沙俄开始入侵中国帕米尔地
区    (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沙俄割占中国帕米尔北部地区    (三)沙俄违约武装侵占中国帕米
尔地区    (四)中俄关于帕米尔的划界谈判和俄、英私分中国帕米尔地区第二编　同光年间的新疆危机
　一、近代新疆的第一次危机    (一)分裂割据、混战动乱局面的出现  　(二)浩罕汗国阿古柏入侵新疆   
(三)英、俄争夺阿古柏，沙俄出兵强占伊犁  二、清政府内部弃复新疆的争论    (一)所谓海防与塞防之
争    (二)李鸿章主张停兵移饷、捐弃新疆    (三)左宗棠力主规复新疆，海、塞并重    (四)清廷的决断  三
、清政府规复新疆    (一)左宗棠筹办西征    (二)清军讨伐阿古柏，清政府内部弃取南疆之争    (三)收回
伊犁之争，伊犁的收回第三编　从辛亥革命到和平解放的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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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建立牌、博：第六条规定，自此条约换约之日起，二百四十天后，两国立界大臣，在边界会齐，
“按照议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
五、增添交涉机构：第九条规定，勘定边界之后，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地区，如遇有需相互往来的
事件，则由乌里雅苏台将军和科布多参赞大臣与托木斯克省总督和谢米巴拉丁斯克州总督之间进行联
系。
至此，持续三年之久的中俄西疆“划界”塔城谈判以清朝政府被迫屈服、沙俄割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
而告终。
根据《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所规定的从沙宾达巴哈起到葱岭止的中俄西段边界走向，沙俄割占了中
国四十四万平方公里领土，远远超出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关于西部边界的原则规定，多侵占
了中国的大片领土。
以《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与《中俄北京条约》的原则规定相对照来看：第一，关于边界走向。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第一条规定：“自沙宾达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后往南，顺萨彦山岭，至唐
努鄂拉达巴哈西边末处，转往西南，顺塞留格木山岭，至奎屯鄂拉，即往西行，顺大阿勒台山岭，至
斋桑淖尔北面之海留图两河中间之山，转往西南，顺此山直至斋桑淖尔北边之察奇勒莫斯鄂拉；即转
往东南，沿淖尔，顺喀喇额尔齐斯河岸，至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为界。
此间分别两国交界，即以水流为凭：向东、向南水流之处，为中国地；向西、向北水流之处，为俄国
地”。
这是自沙宾达巴哈至斋桑湖的边界走向。
根据这一条规定，原自沙宾达巴哈过阿穆哈河和察罕米哈尔河汇流处，经阿勒坦河与哈屯河汇流处到
铿格尔图喇的中俄边界线，被向东南推移至萨彦山、唐努山、奎屯山到斋桑泊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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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新疆近代史事述论》是著名中国近代史和近代边疆史学家杨策教授生前整理完成的书稿，也是他后
期科研与研究生教学的一项重要成果。
恩师原希望这部著作早日公开出版，由于种种原因，生前未能了却这桩心愿。
这不仅是恩师的遗憾，更是学生们终身的愧疚。
今天，在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的支持下，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领导的关照下，恩师的遗著即将
面世。
欣慰之余，谨对恩师生平作一简要介绍，以使更多读者了解恩师的为学为人，了解这部遗著的价值。
杨策先生，原名杨清时。
1925年3月30日出生于江苏宜兴。
先生家乡属江南文化名城，人才辈出。
其父杨嘉猷是我国女子教育倡导人，以思想先进、忠诚教育闻名。
先生耳濡目染于家乡文化和家风熏陶，发展出卓越才气与禀赋。
1937年秋，日本全面侵华，宜兴沦陷。
先生被迫随父母流亡，先后于湖北恩施、重庆江津、合川等地完成小学、中学学业，成绩优异。
其间，曾因参与学潮而被校方以“部令退学”，被迫改名以继续学业。
1944年，先生投笔从戎抗日，参加“中国青年远征军”，以图报国，后因病退伍。
1945年，先生考入西迁至重庆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法律系，光复后随校北返，1949年春毕业。
北平解放后，先生进入华北革命大学(人大前身)教育系。
1950年1月至1953年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当研究生，兼任实习教员。
1953年到正值初建的中央民族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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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新疆史事述论》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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