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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昆明报刊的民族史研究 

张 雷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 北京 100875) 

摘要：抗战期间，日本侵华导致的民族危机是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高涨的根本原因。当时昆明报刊就“中华民族是一 

个”的民族理论问题发起了一场影响范围广、参与人数多的大讨论，对当时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加强西 

南边疆各民族历史沿革的研究以及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实地考察、搜集资料是当时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 

不仅推动了西南地区民族史及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还对中华民族抗战大业的胜利完成提供了重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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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备受摧残，“文献的沦 

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 

荡”【 ㈣等因素使史学研究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为了激 

发民众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以备抗战之需，当时昆明主 

要报刊如《云南日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正义报》 

及《益世报》等，都开辟了史学专栏进行包括民族史在内的 

史学研究。在国难当头、史学研究比较困难的时期，昆明史 

家能坚守史学阵地，利用报刊进行史学研究，这对推动中 

国史学发展弥足可贵。 

一

、 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高涨的原因 

民族史在抗战时期昆明报刊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促成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高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首先，文化大迁移给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带来了契 

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为保存 

文化设施，国民政府被迫采取了文化大迁移。大量的高校、 

科研机构及报馆等文化机构迁到了重庆、昆明等西南地 

区。据资料记载，此期间迁往云南的高校有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组西南联合大学)、上海医学院、国 

立艺术专科学校、同济大学、中法大学文、理学院、中山大学 

(澄江)、武昌华中大学(大理)、广州协和神学院等 10所闭。 

除中山大学与武昌华中大学外，其余学校校址均在昆明。 

当时云集昆明的史学界人士有钱穆、顾颉刚、张荫麟、尹 

达、郑天挺、蒋梦麟、吴晗、陈寅恪、白寿彝、向达、杨向奎、 

雷海宗、林同济、楚图南、尚钺、方国瑜、江应棵等。此外，当 

时昆明的文化界人士还有费孝通、茅盾、曹禺、范长江、潘 

光旦、闻一多、李广田、冯至、沙汀、胡风等。他们有的直接 

参与到报刊史学专刊的编务之中，如著名史学家吴晗担任 

了《文化周报》总编辑；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开辟《边疆》周 

刊进行边疆史地研究；方国瑜、向达、凌纯声、楚图南等发 

起主办了《西南边疆》杂志，对西南地区的历史与现状进行 

研究；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编辑《战国策》半月刊等。还 

有众多的史学家及文化界名流在昆明报刊上发表民族史 

作品以激发国民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大学教授及科研 

人员云集昆明，为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的勃兴提供了智力 

支持。 

其次，云南地区抗战地位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昆 

明报刊民族史研究的繁荣。抗日战争期间，沿海口岸被日 

军封锁，海上国际交通线基本上被切断。滇越铁路、滇缅公 

路、驼峰航空线、中印公路四条陆、空运输线，分别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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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抗战不同阶段维持对外交通、获得外援和开展外贸的 

主要国际通道。可以这样说，在整个抗战期间，云南一直是 

维系中外交通的重要通道，是争取外援、沟通后方运输的 

中转站，是中国与反法西斯盟国联系的主要门户。昆明又 

是这四条国际通道的枢纽，昆明抗战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一 些报刊也因此迁往昆明出版。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昆 

明报刊多达60余家，这在昆明报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昆 

明报刊事业的繁荣给报刊史学研究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发 

展空间，一定程度上也为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平台。 

再次，民族危机加重是促使昆明报刊民族史学勃兴的 

另一因素。中国史学传统蕴含着民族忧患意识。在中国史 

学发展历程中，尽管出现了多重内涵与风格迥异的史学波 

峰，然史家的民族忧患意识始终随着史学的跌荡而起伏。 

即便处于盛世时代，有责任感的史家也往往发出忧患意识 

的警醒，在民族危机加重之际，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更是 

史家著书立说的巨大精神动力。日本武力侵华的同时，屡 

次以歪曲事实的手段在中国民族问题上制造事端，妄图利 

用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面 

对日本的文化侵略野心，国内很少有人识破这一阴谋，因 

此也就疏于防范。各民族之间由于旧时代的历史积怨导致 

的不和睦现象也很严重。这些都是事关中华民族生死ag-t2 

的重要问题。因此，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 

让边疆民众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培养他们的爱国热情， 

以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成为当时的一项紧要任务。 

基于此，恢宏民族意识成为当时史学研究的突出主题，昆 

明报刊的民族史研究也就当然成了昆明报刊史学研究的 

主体部分。 

二、“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理论的大讨论 

昆明报刊开展的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理论 

大讨论，是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反抗外国文化侵略的爱 

国表现。它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 

方一些学者就收集我国西南边疆史地资料，歪曲历史，伪 

造史实，为侵略政策张目。九·--]k事变后，日本政界人物 

和一些“学者”屡次使用“中国本部”一词，蓄意将中国边疆 

地区与中原隔离开来，又捏造出这些边疆地区历来不是中 

国领土的谬论，从而为分裂中国提供理论依据。日本首相 

田中义一则明确指出，“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中国之领 

土，亦非中国的特殊区域”。当时的日本学界也“无不以满 

蒙非中国之领土”，日本帝国大学则把这种言论公开向世 

】2O 

界发表，妄图用他们的荒谬观点混淆视听。这种否认“满 

蒙”属于中国的言论，则更赤裸地显露出他们为侵略罪行 

进行狡辩的丑恶嘴脸。 

为揭穿敌人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阴谋，一种有利于 

民族团结的民族理论的出现显得尤为迫切。正是在这种背 

景下，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拉开了这场民 

族理论问题大讨论的序幕。顾颉刚通过对中华民族历史的 

梳理，有力地阐发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理论。顾氏 

认为，那些把中华民族分为“五大民族”的做法危害中国的 

统一，不利于抗日大业的完成。他揭穿了这种利用文化侵 

华的阴谋，“日本人假借了民族 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 

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要造伪大 

元国和伪回回国，自九·一八以来，他们不会放松一步，甚 

至想用掸族作口号以捣乱我们的西南。此外也有别的野心 

国家想在我们的边疆上造出什么国来”。于是对民众提出 

了如下要求：“在我们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的胸怀而 

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 

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民族的 

界限”口]。此后，顾颉刚又撰写《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 

费孝通先生》先后在 1939年 5月8日、5月29日《益世报》 

上发表，与费孝通就民族问题展开讨论。该文又指出，“五 

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只会授帝国主义者 

以分裂我国的藉口，所以我们应当正名，中华民族只能有 

— 个，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分出什么民族。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理论的提出，是与其强 

烈的爱国热情分不开的。九·一八事变以后，顾颉刚就在燕 

京大学参加“抗战十人团”、“燕大中国教职员工抗日会”等 

抗日组织，并担任宣传干事，运用多种方式进行抗日宣传。 

顾颉刚还与同事一道成立“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 

刊社，出版通俗读物，宣传抗日。全面抗战爆发后，顾颉刚 

被迫离开北平，随通信读物编刊社迁到绥远。同年 8月，受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聘用并被派遣至西北诸省进行 

考察。9月，抵达兰州，任甘肃青年所办“老百姓”社社长，出 

版《老百姓》旬刊，以西北民歌方式继续进行抗敌宣传。后 

又辗转到昆明，在《益世报》上发表抗战文章。不难想象，自 

从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以来，顾颉刚胸中激 

荡的是抵抗外敌的爱国热情，并且与日俱增! 

除进行抗战宣传外，顾颉刚还积极寻求解救民族危机 

的良方。早在燕京大学参加“抗战十人团”时，顾颉刚就认 

识到了解决民族危机的有效方法就是加强民族史的研究。 

他说：“改造中国历史，即可以改造一般民众的历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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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史应为民族史。”[4Xv'2o)~来，顾颉刚认识到边疆地理 

的研究是民族史研究的基础。1936年顾颉刚创办了禹贡 

学会，其主要目的就是为民族史研究提供地理方面的研 

究。他在《禹贡》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地理学既不发达，民 

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嘲此处可见他对民族 

史研究认识的加深。1938年 12月，经过颠簸之苦的顾颉 

刚来到昆明，在昆明《益世报》开辟《边疆周刊》，并希望通 

过民族史的研究，激发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抵御野心国家 

的侵略”[61。顾颉刚认为，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民族史是挽救 

中华民族危亡的良药。 

正因为顾颉刚具有如此强烈的爱国热情，又有解救国 

家危机的责任感，因此，他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 

显得是那么顺理成章。 

“中华民族是—个”理论提出后，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 

很大反响。他们纷纷发表文章对“中华民族是—个”民族理 

论表示支持与呼应。马毅在《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 

念》一文中认为，加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有利于中 

国的抗战事业，同时“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也符合中国 

的历史事实t7]。施养成的《汉夷一家的历史观》明确指出，所 

谓的夷与汉，只不过是名称的差异而已，他们有着共同的历 

史渊源，因此少数民族与汉族从本质上来讲应该是一家[81。 

杨向奎在 《论所谓汉族》一文中说：“汉族本包括各族，如 

夷、苗、夏、商、周，他们的地位平等没有主体与附庸之分”， 

“黄帝与蚩尤战，只能说夏与苗战，因夏与苗全是所谓秦汉 

统一民族后之一体”。他又说：“祖先的共同与否，不足为民 

族同与不同的证据，因为古代对于始祖只是一种神的崇 

拜，并不足以说明种族的起源。”[91更有学者高度评价了顾 

氏的这篇文章的政治意义：“在此危机存亡之严重时期，团 

结内部是极端要紧的一件事，可惜我们仍然为以往的几种 

错误的见解所拨弄，不能彻底泯除彼此的成见。顾先生的 

这篇文章，是从历史的事实上说明我们是一家，坚强的建 

立起‘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来使于无形中加强我们团 

结的思想，这正是解救时弊的一付良剂，我们对于这个问 

题是应当十分留意的。”【 o 有学者认为：“汉族的汉，只是 

一 个朝代的称号，不是一个种族的名称，现在中华民族自 

称为汉族，其原因完全是政治的和习惯的⋯⋯今此谓苗夷 

等人，自然是构成整个汉族的极重要的分子，他们与汉族 

的关系最为密切，溯其源流可以说是同一的民族。现在我 

们可以根据语言、传说、历史、体质各方面的事实来证明此 

说。”【“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也在重庆的《中苏文化》 

杂志上发表了《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一文，参与到了这 

场民族理论大讨论中来。他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 

家。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包括满、蒙、藏、回等众多的 

民族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他们在政治、经济、文 

化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前提 

下，是完全能够共同发展繁荣，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富 

强增添光彩的。”【 89)昆明报刊上支持顾颉刚观点的文章 

还有很多，足见此观点在学界流传的广泛程度。 

当时也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顾颉刚的观点。如费孝 

通在《益世报》发表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就对顾 

颉刚的一元民族观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境内 

除存在有五大民族外，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尽管人 

数不多，但他们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中国民族应是多元 

的。费孝通还认为，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 

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 

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费孝通认为：“唯有从事 

实上认识边疆，我们才能保护我们的边疆。”【l3] 

其后，这场学术讨论因费孝通的退出而趋于平息。但 

这场关于民族问题的学术大讨论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广泛 

而深远的。由于认识民族问题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他们的 

民族理论所产生的影响也表现在不同方面。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支点是抗战。当时的中国处 

于危难之际，整合全中华民族力量进行抗战是当务之急。 

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突 

出阐发了中华民族的紧密联系和共同利益，这有利于激发 

民众的民族凝聚力，增强爱国热情，从而坚定抗战的信念。 

在抗战过程中，之所以能形成全国人民空前团结、众志成 

城进行抗战的壮举，都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有密切关系。 

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观是与抗战的主题合拍 

的，它对抗战事业的最终胜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费孝通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则具有学理上的重要 

价值。他认为，在中国境内，存在着许多在语言、文化特征 

等方面有着差异的民族。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绝不能因过 

分强调其统一性而忽略他们的差别。这种观点为在2O世 

纪9O年代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代民族理 

论提供了基础。所谓中华民族的多元—体格局，即“中华民 

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 

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 

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 

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 

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往、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 

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体。”【“ t哒一核心观点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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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期民族多元的观点一脉相承的，是其早期民族多元观 

的发展。 

昆明报刊对西南少数民族史的研究 

民族理论的大讨论引发了民众关注民族问题的热潮， 

也为民族史研究烘托了气氛。为提升民族凝聚力，民族史 

研究必须强调中华民族的统—性，对中华民族史进行整体 

了解。只有对各个单一的少数民族有了深入了解，对中华 

民族整体了解才有可能。一句话，少数民族史研究有助于 

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另外，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 

报刊的史学研究就不可避免地把该地少数民族史作为研 

究重点。抗战期间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 

面 ： 

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沿革的研究。由于受中原正 

统观念的影响，加上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区地势险峻、交通 

闭塞、语言不通等因素，在传统民族史研究中，有些少数民 

族的历史从没有被涉猎过。即便对某些少数民族有所研 

究，也存在误解甚至曲解的弊端。这无疑给外界正确了解 

少数民族带来了困难，也不利于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了 

解。随着对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深入，一批关注西南少数 

民族历史沿革的文章在当时的昆明报刊上发表，如《西南 

边疆》第八期的岑家梧《云南嵩明县之花苗》与和永惠《云 

南西北之康族》、江应棵《云南西部边境之焚夷——(云南 

西部边疆中之民族)之一》(益世报，1939—1O一3O)、《云南 

西部边疆之汉人与山头民族》(益世报，1939—11—13)、 

《云南西部边境中之傈僳等民族》(益世报，1939—1 1--20) 

以及杨湛英 《沧怒流域的傈僳》(益世报，1943—11—13) 

等。此类文章对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沿革、迁徙路线、生 

活变迁等问题进行了详尽考证，不仅为外界了解西南少数 

民族提供了便利，更丰富了民族史研究内容。 

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实地考察、搜集相关资料。传统 

史学中少数民族史研究历来就不发达，而处于边远地区的 

云南少数民族史研究则更显薄弱，讹误现象大量存在。当 

时就有学者论及这个问题：“云南史地上的讹误实是数不 

胜数，这原因第一，中国史学家只是弪弪于文字，名词之 

辨，不能作实地考证和调查；第二，云南土地辽远，又是蛮 

烟瘴雨；中土人士，到此不易，所以于这里的史地的研究， 

只能凭诸传说、或悬想、或揣测。”【t )j安照该学者的观点， 

解决上述问题的最佳途径莫过于进行实地考察。当时，就 

有许多民族史学家受雇于政府机关或学术团体，对西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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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顾颉刚、楚图南、方国瑜、 

江应操、白寿彝等都参与了当时的考察工作，并在昆明报 

刊上发表相关调查报告和文章。如方国瑜的《班洪风土记》 

(西南边疆，第一期、第二期)与《卡瓦山闻见记》(西南边疆， 

第十期)、方豪的 《路南撒尼阿细二族琐记》(益世报， 

1939一O7—25)、江应操的 《云南西部焚夷民族之经济社 

会》(西南边疆，创刊号)等，都是根据考察资料编写而成。 

这些考察报告涉及范围较为广泛，如少数民族的语言、体 

格状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等方面 

都有所涉及，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抗战期间的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具有政治与学术上 

的双重意义。 

昆明报刊的西南民族史研究给抗战大业的胜利完成 

提供了学理支持。首先，昆明报刊的民族史研究戳穿了帝 

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阴谋。帝国主义采取文化侵华政策 

由来已久。为了侵略中国的云南地区，西方学者把南诏说 

成是泰族建立的国家，他们又精心虚构—个泰族早期历史 

的线索，进而捏造出南诏地区历来不属于中国的谬论，为 

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云南“制造历史依据”。日本也在武力侵 

华的同时，屡用文化侵华策略进行配合，为侵略行径及分 

裂中国边疆寻求理论依据。因此，该时期的民族史研究，尤 

其是边疆民族史研究就具有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如方国瑜 

发表的《焚人与白子》(益世报，1939—1O—O2)、《南诏是否 

泰族国家》【，6】等文章，利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南诏并非由泰 

族建立的国家，通过资料证明，汉朝时期南诏所辖地区就 

是汉王朝的一部分。方国瑜的结论戳穿了外国侵略中国西 

南边疆的阴谋，给他们的文化侵华政策给以了有力回击。 

其次，纠正了当时一些错误民族观，为提升中华民族的凝 

聚力作出了贡献。“咸同滇乱”是近代云南发生的一件影响 

深远的事件。由于传统的中原正统观念，这次回民起义被 

定性为动乱。白寿彝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对“咸同滇 

乱”问题给予客观评价。他说，探究“咸同滇乱”的责任，“曲 

不在汉，也不在回，而要在官”，统治阶级的腐败才是这次 

运动的根源。同时提出，“咸同滇乱”“是民众武力反抗清政 

府的第一声”【 。回民起义被视为当时全国人民抗清斗争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反抗压迫的进步意义。这种观点一 

定程度上有助于团结西南地区的回族人民，对提升中华民 

族的凝聚力有着重要意义。当时就有学者认为西南地区的 

民族团结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有着重要作用，“现在中国 

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知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fl司。 

“西南民族聚居之区域，皆今日全国国防之重要地带，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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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之人民，若不给与民族国家之意识，不能使之开化而 

内附团结，一朝有事，不仅不能作我们卫国之前驱，恐更将 

成为敌人极好之武力，是开化夷民，在非常时期之国策上， 

当为要务”【 。因此，白寿彝的观点与抗战的时代主题是 

吻合的，有利于西南地区民族团结，给抗战事业的胜利完 

成了提供了学理的支持。 

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在学术上的重大意义，是推动了 

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首先，民族调查工作给民族史研究 

提供了大量丰富的资料。江应棵、白寿彝、方国瑜等通过实 

地考察，搜集了大量关于民族史的资料，为以后他们研究 

民族史提供了帮助。后来，他们大都利用抗战时期搜集的 

丰富资料，写出了影响较大的民族史著作，成为我国民族 

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如方国瑜《彝族史稿》、江应棵《明代云 

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及《摆彝的生活文化》、白寿彝《回民 

起义》等。同时，这些材料丰富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史的内 

容，一定程度上也拓宽了民族史研究的范围。正如江应棵 

所说：“从边民底历史演进、民间传说、种种来源上可以给 

我们民族历史上极大之论证与直接之史料。从边民之骨骼 

构造、身体形状、毛发种类等可以给人类学研究上无上之 

资料。从边民之社会组织、家庭情形、社交往来上可以窥见 

初民及原始社会底遗型，而给我们以人类原始生存状态及 

古代社会研究上之事实的佐证。其他语言、文字、风俗、信 

仰、居住地区的分布、种种，每项都是一种专门学术之宝 

库。”091(v0~次，广泛搜集、甄别采用史料的治学风范给民族 

史研究提供了借鉴。例如白寿彝为了搜集散落在民间的关 

于回族起义的资料，“以执著的精神千方百计到处访求，包 

括在昆明和外县，克服种种困难，他辗转寻觅，找到了一些 

原始资料和抄本”[2o1(v9)。他搜集史料的范围涉及到公函、文 

告、遗藏、口述、笔录、抄本、布告、碑刻、私藏、官方馆藏等。 

他甚至连在字纸篓里捡来的资料也不放过，如在《回民起 

义》一书中，《永昌府保山县汉回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 

缘起》、《兴师檄文》等篇都是从昆明一家寺庙的纸篓里捡 

来的资料。他还把搜集到的材料进行仔细考证，与其它材 

料多方面比较、验证，然后才审慎使用。他们在史料搜集与 

运用方面的卓识，在西南民族史研究领域起到了典范作 

用。自此，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在西南 

民族史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以方国瑜、白寿彝、江应棵为 

代表的民族史学家的推动之功是不容低估的。 

总之，在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一批学者克 

服了生活环境、物质条件和出版上的多种困难，发奋从事 

民族史研究，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他们的努力，书写了20 

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很有意义的一页。抗战时期昆明报刊的 

民族史研究有力推动了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同时，对抗 

战的学理支持则更富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张荫麟．中国史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唐正芒．抗战期间的高校西迁述论[J】．云梦学刊，2002，(5)． 

[3】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N】．益世报，1939一O2—13． 

[4】顾潮．顾颉刚年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5】禹贡·发刊词[J】．禹贡，第一卷第 1期，1934一o3一O1． 

[6】益世报·边疆周刊发刊词IN]．益世报，1938—12—19． 

[7】马毅．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N】．益世报，1939一O5— 

12． 

[8】施养成．汉夷一家的历史观IN]．正义报，1943—1 1--23． 

[9】杨向奎．论所谓汉族【N】．益世报，1939一O7—17． 

[1O】华．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IN]．益世报， 

1939一O2—27． 

[1 1】张延林．再论夷汉同源 [J】．西南边疆，第六期． 

[12]m亮．抗战时期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3】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IN]．益世报，1939一O5一O1． 

[14】费孝通．从实求知录[M=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5】楚图南．中国西南民族神话的研究[J]．西南边疆，刨刊号． 

[16】江应棵．南诏是否泰族国家[J]．新动向，第三卷，第 6期， 

1939— 12一O1． 

[17】白寿彝．关于咸同滇乱之弹词及小说[J】．西南边疆，第十四 

期． 

[18】楚图南．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为鲁迅逝世第二周年纪念 

作IN]．云南日报，1938—1O一23． 

[19】江应棵．考察云南边地民族的重要性[J]．晨暾，1938一O5一O1． 

[20]陈其泰．白寿彝先生编纂《回民起义》的学术价值[J]．回族研 

究，2002，(2)． 

[责任编辑：杨 宪] 

12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