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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先秦人口流动民族迁徙与民族认同研究》在全面收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学、考古

学、历史文献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参考人口学、古文字学、地理学、生态学、人类学、军

事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先秦时期的人口流动、民族迁徙及民族认同课题进行了系统、综合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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