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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分会第八届学术年会与第三届全国辽史契丹
史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8月18日至21日在辽宁省阜新市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内蒙
古、江苏、浙江、湖北、宁夏、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自治区的70余名代
表参加了会议，另有30余人列席会议。 
    第八届学术年会进行了换届选举，会前召开了理事会。大会听取了第七届学会
会长孙进己关于第七届学会的工作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对学会在第七届工作中的
成绩和不足进行了评估，经过充分讨论和研究，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选出了新一
届理事会和新的领导机构。新一届学会以孙进己、舒焚、李健才等为顾问，朱子方
为名誉会长，冯永谦为会长，齐心、张泰湘、韩世明等为副会长，韩世明兼任秘书
长。 
    本届学术年会收到论文70余篇，其中有关辽史的30余篇，还有西夏史及宋史的
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有研究辽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的，也有研究辽时期各个民
族关系的，还有研究辽的历史人物、出土文物与碑刻墓志考释、文献整理等方面的
文章。下面就辽史契丹史研讨会所提出的论文内容和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中国辽金史学会自1982年成立以来，在辽金史学科理论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
展。在学会成立大会上，会长陈述先生提出辽金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
论，意义重大，影响广泛，现已为学术界所接受。20多年来，辽史与契丹史的研
究，取得很大进展，许多过去没有涉及的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在很多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突破，获得可观的成果。 
    本次学术年会中，关于辽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问题被学者着重提了出来。针
对长期以来学术界将辽史当作一部契丹民族史来看待，而没有把它当作中华民族在
辽代这个时期共同发展的历史来研究的情况，与会学者提出了要把辽史作为中华民
族史的一部分来研究，应该充分认识到他们在中华民族历史中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
作用。辽史不仅仅是辽以前契丹族史的继续，还应是辽以前中华民族史——即中华
各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的继续。所以在撰写辽史时，就不能仅仅叙述契丹族
的发展史，更应该着重阐述辽代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历史。目前出版的许多辽史
专著，在开篇部分大都仅仅叙述辽以前的契丹史，只认为辽史承接辽以前的契丹
史，而不认为辽史承接的是辽以前中华各族历史的事实。因为有这些观念上的误
区，有些人在阐述辽开发我国北部地区的作用时，孤立地论述辽朝的作用，忽视了
辽开发我国北部地区，是在辽以前各朝如汉、唐等朝代对我国北部边疆开发基础上
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未能阐明契丹族早在建立辽朝以前就已经是中华民族的成
员。这种观念不仅仅在叙述辽朝起源时有这种错误的见解，在研究撰写辽代历史著
作时，往往过多的描述辽代契丹族统治者的历史，而忽视了辽朝虽是以契丹族为主
的统治者，却是以广大汉族人民为其主要统治基础，辽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
大部分是汉族活动的结果，或至少是主要参加者。同时在对辽朝契丹族和汉族以外
的民族如奚、渤海、女真、室韦、阻卜等着墨也较少。这些观点的提出，受到与会
代表的广泛关注，也为今后辽史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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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契丹族何时加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中华民族的过程问题上，国内外学界
有许多看法。与会学者大多认为，我国各族加入统一多民族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过
程，应根据历史上归属程度作为加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标志。从朝贡称臣，到
建立羁縻政权，最后成为正式州县，是各族加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般历程。
从历史实际看，契丹族到隋唐已经正式建立了归属当时我国中央政权的羁縻州县，
这是契丹族加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标志。而北魏、北周时，则是契丹族和我国
中央政权建立联系，开始步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起点。至于契丹的先人加入我
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可以上推至周、秦、两汉。关于契丹族融人中华民族的
过程，应开始于公元6世纪北齐时。这一过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契丹族的成员逐
步融人中华各族，另一方面是契丹人的民族特点因逐渐受他族的影响而不断变化，
并逐渐淡化。这一过程大约到13世纪完成，经历700余年。 
    与会学者对辽代历史地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用新近出土的石刻材料对
史实进行校正，纠正史书记载和近人注释上的错误等方面也取得一定的进展。与会
学者还对辽代东丹国的设置，辽朝时期吉林的民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文物
考古及辽代文化方面，提交的论文当中有论述辽代宗教诗的，也有探论辽代寺院的
建筑艺术和其寺院的文化传播功能的，更有对辽代辽北地区的自然环境进行论述
的。 
    辽史和契丹史，由于过去文献资料较少，加之对其历史地位认识不足，因此研
究很不够，对我国通史的写作不无影响，可以看到历来对这一时期历史的叙述分量
较轻，而同时期的宋代历史所占篇幅则很大。自学会成立20多年来，这种状况有所
改变。本届学术研讨会所涉及的内容广泛，学术性很强，将目前辽史与契丹史研究
上所存在的问题明确地提出来，而对其他诸多课题也有探索，这将进一步多视角、
深层次地进行研究，拓展思路，从而使辽史、契丹史研究出现新的进展。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韩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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