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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炼方向  凝聚队伍  凝结成果 
——国家教育部“十五”“211”工程辽宁大学“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总序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辽宁大学历史系)由于其历史学科具有较深厚的历史
积淀和较雄厚的现实研究实力，在国家教育部“九五”、“十五”“211”工程建设
过程中，皆被列为重点建设学科。在“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思
考着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重点学科方向即学术立足点主要在哪里?我们怎样围绕主
要学术方向设立项目、组织队伍、开展研究?等等。现在，辽宁大学国家“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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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工程“东北边疆与民族”项目丛书即将出版了，我们的思考也有了初步的结
果。在此，特以此序述其缘由。 
    中国东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进程，形成了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区域单元，成
为中华文明中的一个独特的区域文明。其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域辽阔。 
    作为祖国的边疆地区，东北地区陆地与俄罗斯、蒙古、朝鲜等国接壤，有数千
里的边界线；隔海与韩国、日本相望，亦有数千里海岸线。因此，边疆问题是东北
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东北地区的古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兴起和发展过
程中，曾呈现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新乐文化、红山文化等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
要源头之一。 
    东北又是中国众多民族的兴起和发展之地。特别是自10世纪以迄近代，随着契
丹、女真、蒙古、满族的陆续兴起，继而挺进中原，建立了辽、金、元、清诸王
朝，对我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
重要贡献。 
    自近代以来，东北地区亦成为列强争夺的重点地区，在这个阶段，既有张氏父
子奉系军阀的统治与列强争夺中的自强，也有东北14年的沦陷史，更有东北人民抵
御外来侵略的英雄事迹。 
    总之，在中国东北这块古老土地上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是东北地方性
的事件，更是全国性事件。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研究东北问题就不仅仅是地方性
问题，也是全国性课题，甚至是世界性课题。其中，边疆与民族问题，又是其中重
中之重的课题。 
    边疆与民族所涉猎的课题极广，从东北民族的起源，到东北疆域的形成沿革，
再到东北区域文化与中华主体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从近代东北地区的开埠到移
民，再到东北城市进程，以及近代以来东北社会风俗习惯变迁的研究；从跨界民族
问题、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原生语言问题，再到东北历史上地方民族政权的民族政策
及汉化政策研究，以及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掠夺等等，都可以囊
括其中。这些问题不单单是东北地区本身的研究课题，也是中国历史整体发展进程
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研究课题。 
    辽宁大学地处东北，占据地缘优势和资料上的便利条件。因此，辽宁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的许多前辈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对有关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开发研究，已经
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先后出版了有关东北边疆与民族的研究著作数十种，发表论文
数百篇，承担研究国家及省部级项目数十项。其中在全国产生重大学术影响的就有
范文澜《中国通史》中的清史卷、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中的清史卷及《清代
全史》第9卷、李燕光教授的《东北地方史》及《清代东北史》、宁梦辰教授的《东
北地方史》、董守义教授主持的《辽河文化丛书》(12卷)、胡玉海教授主持的《奉
系军阀全书》(6卷)等等。此外，由我院教师编校出版的《清初史料丛刊》在全国得
到普遍认可，在清史研究资料工作上做了开创性工作；李林教授的《满族家谱研
究》等，对满族的族源演变进行了实证性的开拓研究；孙文良教授主编的《满族大
辞典》从整体上对满族族源、语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进行
了学术的界定，奠定了满学研究的基础条件。历史文化学院还曾主办过全国第二届
和第七届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在东北近现代史的研究上，孙克复教授、关捷教授
等对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张德良教授、陈崇桥教授、周毅教授、胡玉海教授、马尚
斌教授等对于奉系军阀及东北军史的研究，皆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版了《明清战争
史略》、《中国近代军事史》、《甲午海战史》、《甲午陆战史》、《奉系纵
横》、《奉系军事》、《奉系经济》、《奉系教育》、《奉系外交》等著作。由上
述学者进行的开拓性研究，为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东北地方史研究领域的更加
深入、更加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并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传统。 
    上述所列研究工作，在全国学术界皆有口碑。与上述相对应，辽宁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还组建了相应的学术研究机构，并在人才集聚、梯队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
作。我们早在1958年就已组建了清史研究室，1978年全国史学研究规划会议上，将
辽宁大学定为全国清史研究中心、辽金史研究中心。1966年辽宁大学成立了东北边
疆史地研究中心，并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
重视，多次承担有关部门课题。在2002年国家适时启动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
列研究工作”项目中，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其实力又获得多项课题立项，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有关研究成果，对于史学研究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参考都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 
    通过多年的建设，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已经形成了研究方向稳定且有特色、
研究队伍整齐、年龄结构合理、研究经费相对充足、学术地位日渐提高的趋势。业
已形成了东北边疆与民族研究、东北社会与民俗文化研究、东北政治与对外关系研
究等三大方向。并形成了以任爽、张杰、焦润明、胡玉海、韩世明等17名教授、20
名博士为骨干的稳定的研究队伍，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学术上的和人才上的基础。 
    就全国而言，学术应有分工。合则成一整体，分则各有特色。应该说，经过数
十年凝练的“东北边疆与民族”研究领域，较好地体现了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
北地方史研究的地域特色和学科优势。同时，在这一领域中，我们充分考虑了与全
国，特别是东北地区史学同行的分工与合作问题，我们将重点放在具有辽海地区地
域特点之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早期人类文明、唐宋以来东北史(重点是唐史、辽金史、
清前及满族史、奉系与张氏父子研究等)等。 
    在以上背景之下，在国家教育部“十五”“211”工程建设中，“东北边疆与民
族”被列为辽宁大学重点建设子项目。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辽宁大学“十五”“211”工程“东北边疆与民族”子
项目成果丛书陆续出版了。愿它们能为中国史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愿包括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内的中国高等学校历史学科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史学之树常
青! 

 
辽宁大学“十五”“211”工程“东北边疆与民族” 

子项目领导小组  组长  丁海斌 
2004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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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社会史”的定义，目前史学界说法不一，尚无定论。①这里不想参与讨
论。 
    先前，我一直侧重对辽代文化史方面的研究，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也出版了
一本小书《辽代契丹习俗史》。近年来，逐渐涉猎并探讨了一些与“辽代社会史”
相关的论题，为该课题的研究与写作，做了一定的学术积累；此间，也陆续拜读了
辽史学界前贤及当下同道朋友们的辽史研究论著中与“辽代社会史”有关的一些内
容，使我获益匪浅，既启迪了研究思路，亦拓宽了研究视野；还有，我在查阅大量
辽代石刻文献和辽墓考古资料的过程中，也钩沉出不少与辽代社会史相涉及的新史
料，这也为我较系统和全面进行该课题的探讨，奠定了较丰厚的史料基础。 

我是以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对“辽代社会史”进行研究和探讨的。见仁见智，
我以为，今日之“社会学”就是明日之“社会史”，那么，我们今天要研究和探讨
的“辽代社会史”，也就是千年前的辽代人的“社会学”，因而，便有了本书如下
之内容——辽代的疆域与环境、辽代的生产力状况、辽代的民族、辽代的户口、辽
代的社区、辽代的家庭、辽代的社会阶层与社会群团、辽代的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
方式、辽代的社会激励与社会保障、辽代的社会问题与社会调控……据检索，到目
前为止，国内辽史学界尚未见有如此系统而全面、专门探讨辽代社会历史的著作面
世，笔者不揣浅陋，作此尝试，权当引玉之砖，冀望广大学界同道批评指正。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体例结构，是参照了龚书铎先生总主编、任崇岳先生主
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宋元卷，并根据辽代社会历史之实际，有所增损变革；在研
究、写作过程中，亦参阅、引用了史界前贤和当下同道朋友们的一些研究成果，且
已在书中一一作了标注。于此，谨表诚挚谢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可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4年版，第90—102页。 
 

后  记 
 

    人生若白驹过隙，不知不觉中，已近知天命之年。每每夜深人静，凭窗遥望天
边一轮明月，儿时之旧事，犹历历在目，恍如昨日……然而，现实又是非常残酷
的，“童心”难掩两鬓飞霜，无奈之中，只得在心底酸涩地发一声叹息：“廉颇老
矣!” 
    回首往事，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人生之百味，苦辣与酸甜，多已遍尝，
颇多感慨!……考大学，填报志愿，稀里糊涂地学了历史学专业；工作后，进入科研
部门，选择研究方向，又阴差阳错地钻进了“辽史”这一冷辟之门。但自我感觉尚
有一大“特点”，也可能算是“优点”：即进此门，就不再旁骛!如果说，不论是经
验也好，体会也罢，那就是：虽算不上聪慧，但勤能补拙，只要一心一意，扎扎实
实，肯下“笨”功夫，终归会见到“彩虹”的!当然，“培养兴趣”和“感觉乐趣”
也是相当的重要。现如今，“兴趣”和“乐趣”均已在此，也就对当初的选择感到
“有怨”而“无悔”了。“冷板凳”已坐了二十余年，日后还想继续“坐”下去，
还是那句话：自得其乐吧! 
    北国的春天总是步履蹒跚，来得很迟。眼下虽已是阳春四月，在江南早该是莺
飞草长、绿满枝头了，可这里仍让人感到一丝料峭的春寒。不过，望着案头厚厚的
一摞凝聚着数年研究心血的书稿清样，胸中早有暖暖的春风在荡漾。毕竟，离花开
的时节已经不远了……春华秋实，投入产出，人和大自然又是何其相似之至! 

本书是教育部“十五”“211”工程辽宁大学“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课题中
的一项。在课题的立项和研究、写作及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始终都得到了辽宁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于此，仅表诚挚之谢意。同时，还要感谢辽
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向南(杨森)先生、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世明教
授，他们对我进行该课题的研究、写作及书稿的修改、润色曾提出过一些很好的建
议，使我受益颇多。此外，还要感谢培养我长大成人的父母，没有他们，就没有我
的今天；感谢在家乡父亲病榻前替我尽孝的弟弟、妹妹，感谢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尽
心操持家务的妻子，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每天都能静心于史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最后，还要感谢为本书编辑出版而出力颇多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浩先生、
韩育良先生。谢谢你们! 

 



    作者 
2006年4月5日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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