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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对增加和完善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加强民族团结，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国家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史学研究繁荣发展，民族史研究的成就 

令人瞩目，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亮点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各民族一律平等 

的民族政策指导下，从20世纪50年代开展了大规模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此基础上编纂《民 

族问题五种丛书》（其中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并逐步建立起中国民族史专业及其研 

究和教学机构。1961年根据国务院指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设立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 

员会,多次组织专家座谈会，就历史上重要民族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全国各地陆续对中国民族 

史的资料进行整理，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包括各民族专史、地方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全国 

性民族史，以及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宗教等专门史的大量著述，在丰富历史知识、提高 

民族素质，维护民族团结、弘扬爱国主义，借鉴历史经验、提供政策参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族所）设有民族历史研究室，多年来 

不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问世，如组织并编写多种少数民族简史，出版《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 

（翁独健主编）、8卷本《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田继洲等著）、《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大辞典》（高 

文德主编）等。近年又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方素梅等编著）、《先秦两汉时期民族观 

念与国家认同研究》（彭丰文著）、《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史金波、关志国著）等，引领、推动了 

民族史的深入研究。同时承担重要辞书《辞海》民族史分科的主编任务，还完成了《中华大典• 

民俗典•地域民俗分典》（史金波主编）的编纂工作。

民族所的史学工作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对时代要求的重点、热点问题组织力量进行深 

入研究。如西藏民主改革后，出版了《达赖喇嘛传》和《班禅额尔德尼传》（牙含章编著）、《西藏 

佛教发展史略》（王森著）、《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伍昆明著）等重要著作。民族所还组织西藏 

人权研究课题组，编写出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西藏人权的著作《西藏人权研究》（史金波、姚兆 

麟、李坚尚等著）；又编纂出版《西藏人权研究参考文献选编》。两书反映了中国致力于改善西 

藏人权的决心和有力措施,对研究和宣传西藏人权的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1983年成立了中国民族史学会，先后召开了 20次学术研讨会，就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民 

族政策、近现代民族史、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问题展开学术交流，总结历史经验，探 

讨历史发展规律，提高对历史上民族问题的认识。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 

交流交融，维护好民族团结，保障国家统一,才能有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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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献和文物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有特色的组成部分，既是中国各民族的 

历史文化载体，也充分反映出各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重视 

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比较齐全，其中 

包括多种“绝学”学科。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两次启动特殊学科建设，有力地推动了相 

关学科的传承和发展。民族所有多种有关民族的特殊学科，如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古藏 

文、东巴文等。

民族所在对西夏文及其文献研究的基础上，1993年与俄罗斯相关部门合作，将俄国探险 

队盗掘走的大量西夏文献整理、出版，现已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28册,实现了流失国外文献 

大规模再生性回归，为开创西夏研究的新局面奠定了丰厚的资料基础。

近年来，笔者和其他学者发现了一批西夏活字印刷实物 ，结合回鹘文木活字，进行深入研 

究，出版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史金波、雅森•吾守尔著），证实西夏和回鹘 

地区继承、使用、发展活字印刷是中国早期活字印刷的关键例证，活字印刷由中国各民族衣钵 

相传，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1年“西夏文献文物研究”项目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等单位合作，整合全国相关学术力量和资源集体 

攻关，在诸多领域有重要建树和突破。先后出版14种研究专著及大型文物图集《西夏文物》3 
编22册。①又突破西夏文草书译释大关，出版了《西夏社会》和《西夏经济文书研究》。这些著 

述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了神秘西夏的历史，是使古文献、文物“活起来”的一项成功实践。近年又 

组织出版《西夏学文库》,首批推出西夏学著作20种。②2018年,还在国内出版了八国联军入 

侵北京时被法国人掠走的国宝级西夏文文献。③现已有多种著作获国家级或省部级奖项，有5 
部西夏研究优秀著作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文库出版，有两种被批准为国家和社科院 

的外译项目。我们举办了 3期西夏文研修班，培养了很多人才，出版了西夏文教材《西夏文教 

程》。在众多西夏学专家的持续努力下，西夏研究呈现统一布局、专家合力、发展态势良好的局 

面，增强了学术自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话语权的西夏学科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民族所的其他古文字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如契丹文研究成就显著，出版了《契丹小字 

研究》（清格尔泰、刘凤翥等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刘凤翥编著）等。

目前民族史研究、“绝学”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研究欠缺、宏观研究薄弱、对现 

实问题关注不够的问题。在学科建设上则有研究和教学人员萎缩、后继乏人的现象。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大大激发了史学研究 

工作者的积极性。历史研究工作者应乘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东风，为加强民族史研究和教 

学队伍建设,为构建民族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出不懈努力，在新时代为维护 

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贡献。

（作者史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河北大学、宁夏大学特聘教 

授。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6号楼，邮编100081）
〔责任编辑贾益〕

① 《西夏文物》总主编为史金波，"内蒙古编"4册（塔拉、李丽雅主编），"甘肃编”6册（俄军主编），“宁夏编”12册（李进 

增主编），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石窟编”8册（樊锦诗主编）、“综合编”4册（杜建录主编）即将出版。

② 史金波、杜建录主编《西夏学文库》首批20部由甘肃文化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

③ 史金波、克丽斯蒂娜•克拉美罗蒂主编:《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西夏文献》，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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