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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尤中教授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秉承其深厚的学术传统
，一生致力于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研究范围及于地方史、地方沿革史、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
乃至中华民族发展史等领域，其中尤以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成就斐然，成为中国民族史
研究领域之巨擘。
　　为总结尤中教授近60年来的研究成果，积累文化，启发后学，并以此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
周年，我们特此编辑出版了这部《尤中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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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尤中，云南宣威人，1927年4月14日出生于云南省宣威县。
195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
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所长兼西南古籍研究所所长，云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志》副总纂，云南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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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关于西南地区原始族群的结论远在旧石器时代，西南地区的一些原始居民，就已经与祖国内地
的其他原始居民有着某些文化上的共同因素。
因此，西南地区的原始居民与祖国内地的原始居民在种族来源上是相同的。
到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的西北、东南沿海地带和中南地区，分别出现了三个不同的部落集团；同时
，西南地区的部落也几乎遍布于各地。
西南地区原始部落群的活动，分别与西北、东南沿海地区和中南地区的部落集团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
系。
以西北甘、青高原为中心的氐羌部落集团，和以东南沿海地带为中心的百越部落集团的人口，其分布
面都一直延伸至西南各地。
属于氐羌部落集团的人口，多散居在今四川的西北部和西南部，云南的北部、东北部和西部、西北部
，贵州的西部；属于百越部落集团的人口，则散及今贵州全省和云南的东部、东南部、南部、西南部
的一些地方，以及中印半岛各国北部；原为“三苗”或“苗民”部落集团中的盘瓠部落的人口，至公
元前3世纪左右，已经散及今贵州省东部一带。
另外，属于孟一高棉的部落（“濮人”）既然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自中国西南地区南下进入中印
半岛，那么，在此以前，中国西南地区有不少的孟一高棉系统的部落，而在此时间阶段以后，则显然
只有一部分仍然居住在今云南境内的南部和西南部一带接近中印半岛北部的地方了。
孟一高棉系统的部落与百越系统的部落已经在这一带地方交错杂居在一起。
显然，在新石器时代的某个时间阶段内，中国西南已经是一个多族群杂居的区域。
各族群的部落有一个大致的共同分布范围，但互相之间仍然随时在流动，这就使他们的居住区域形成
交错现象。
此时期内，西南地区的原始部落，应该是以属于氐羌和百越系统的最多；盘瓠和孟一高棉部落集团的
为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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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中文集(第2卷)》：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先秦至汉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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