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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rtheast China has a vast territory and a long history. Sinc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it has entered an important period of multi-
ethnic rise and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Referring to Mr. Jin Yufu’s “northeast ethnic system table”, this paper draws a “schematic 
table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ethnic groups in Northeast China”, then based on this clue,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interrelationships of many ethnic groups listed in the table of the four major ethnic groups of Huaxia——Han, Sushen, Huimo, 
and Donghu ar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is shows that the important position and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Northeast ethnic groups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ur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are irreplaceable.

Keywords
study of the ancient ethnic history in northeast China; problem; multi-ethnic country

刍议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高畅键

山西师范大学，中国·山西 临汾 041000

摘　要

中国东北地区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自秦汉开始，则进入多民族相继兴起和交流融合的重要时期。论文参照金毓黻先生“东
北民族系统表”绘出“东北古代民族源流示意表”，然后以此为线索，将表中所列华夏——汉族、肃慎、濊貊、东胡四大族
系之众多民族的发展历程和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简略梳理。由此说明，中国东北地区及东北民族在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和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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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东北地区一直处于非常重

要的战略地位，因为处于边防地带，所以东北的得失和一代

王朝的兴衰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东北边疆问题一直引发着

社会的密切关注。研究古代东北历史，就不得不研究东北古

代民族史，东北古代民族史是东北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同

时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研究古代民族史的重要意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秦汉以后逐渐

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观念在中国古代历史和史学研

究当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地位。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

明发展历史，从整个发展历程来看，民族史观和民族融合的

历史趋势呈现出十分密切的联系。

关于古代民族史的研究，在各个时代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受到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理论发展和客观规律的制约，也是因

为这种差异性，使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理论认识和相关的史学

活动研究纷繁多彩。民族史学的不断发展是民族史观念发展

的一个必要前提，不管是在真正冲突还是友好交流的时期，

民族问题都始终受到关注 [1]。在民族融合比较深入的历史时

期，民族问题更多，因此有关民族史的撰述也非常丰富，对

于民族观念的内涵理解也就更加地深刻。

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主要在魏晋南北朝，辽

宋夏金元以及清朝。在这几个时期，民族融合深入发展，民

族史学和民族观念所取得的成绩也最为突出 [2]。研究古代民

族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不同时代的民族融合特点，从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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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政权的演变，经济文化的变革等方面着眼，建立起一整套

包括史学在内的意识形态系统。对于古代民族史的研究以及

相关的理论成果，总是在曲折当中不断得以丰富，也总是在

时代前进的潮流当中总结客观规律，古代民族史研究将始终

伴随着中国民族发展历程。其中，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史的重

要意义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古代民族史的客观研究，包含了影响与体现

社会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这些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因

素都是我们了解古代历史的重要依据，古代民族史是中国史

学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所依据的参考

文件资料，必须要得到应有的重视，才可能使客观历史研究

更具权威性和科学性，体现中国文化发展的民族特色 [3]。

第二，史学研究的任务是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

规律，中国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缺少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成果，就无法使史学研究得到完整

的呈现。为写出完备且更具科学性的中国历史，必须加强民

族史研究，这是所有历史研究者肩负的重要使命，又是完备

的历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第三，史学不仅仅能反映社会历史现象，还会对客观历

史发展会产生作用，影响历史进程。伴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

演进，史学研究愈来愈明显地表现为一种民族之间相互的吸

引力和凝聚力，和对中原文化与政权的向心力，最终呈现民

族多元统一的格局。在今天，这种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依然

存在，从民族凝聚力的方向出发，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史对维

护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完整具有十分重大的精神力量和

现实意义。总之，将民族史学置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整体当中

进行系统考察，能比较客观、全面地展现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3 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3.1 东北古代民族史在中国民族史中的重要地位

自有汉文字记载以来，在中国就有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

原农耕民族的分野。活跃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是中

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成绩，其历史

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4]。从中国历史发展进

程来看，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古代民族，一直是推

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自黄帝时期开创了用武力征服

中国以后，几乎改朝换代的决定者，多数都是东北的古代民族。

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在促进民族融合、开辟人类文明中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他们创造的丰富而具有民族特色的物质文化和

精神文化，对后来的游牧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重要的历

史价值和地位，早已经在中国历史这幅长卷上留下了鲜明的

印记。通过对东北古代民族史展开系统性地研究，有利于回

顾中国古代北方古老民族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清晰历史足迹，

开创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的全新格局。

3.2 东北古代民族兴起的重要原因

从古到今，东北一直是中国的战略要地，其战略重要性，

甚至可以左右中国历史的进程。古代东北的生存环境极其恶

劣，北方少数民族需要不断依靠战斗来获得生存物资，各个

北方民族之间的战斗，推动了民族间经济、政治、军事、文

化不断融合发展的进程，因此、各个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得

到发展和加强，因为这是他们生存下去唯一的保障，也成为

了北方少数民族崛起的中坚力量 [5]。从古代开始，东北地区

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无数的部落、部族从白山黑水间崛起，

向中原地区挺进，并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融合、进步和发展，

揭开了民族勃兴的一幕幕篇章。无论是在东北的历史进程上，

还是在中国整体的历史进程上，东北少数民族都占据着重要

地位。古代历史上的东北少数民族不仅仅是游牧民族，也是

以游牧为主、农业为辅助的骑马民族，在军事上既有游牧民

族精于骑射的本领，在经济上又有农耕民族的生产技术，入

主中原以后又有管理农耕社会的基本经验，同时也能采取主

动汉化的方针。“冶铁技术”“骑兵技术”“开通丝路”以

及“军事兴起”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崛起的四个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东北少数民族凭借这些或先天或后天的优势兴起，

才使其呈现出了与中国其他地区古代民族的巨大差异性，在

中国古代民族史的历史进程当中，散发着不一样的光芒。

3.3 关于东北古代少数民族的划分

一直以来，关于东北古代少数民族的族系划分，众说纷

纭，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如今学术界研究东北古代民

族史，主要参考民族的起源，民族名称的演变，民族的分布

地域以及不同的文化习俗等多方面因素来进行考证研究。

如今，学术界主流对东北少数民族是按照三大族系进行

划分的，这三大族系就是东胡族系、肃慎族系以及濊貊族系，

但需要注意的是，古代东北各个区域的少数民族始终保持着

密切的交往，在历史长河进程当中不断地碰撞、融合，每个

族系的形成和繁衍，都不是独立的过程而是互相吸收与互相

融合的过程 [6]。今天学界所流行的族系划分，实际上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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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系都融入了大量其他族系和部落的百姓，各族系都是在不

断地交融中发展起来的。因此，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单一的

所谓血统纯正的民族 [1-3]。

3.4 东北古代少数民族三大族系

东北古代民族史中的三大族系：东胡族系、肃慎族系以

及濊貊族系是今天研究东北古代民族历史的重要切入点。几

大族系之间既有互相交流融合的部分，又有各自具有鲜明特

点的部分。

3.4.1 东胡族系

东胡族兴起于战国末期，曾是活动在滦河中上游及其东

北部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关于东胡族的祖先到底是什么人，

在学界一直有非常大的争议，主要的说法有以下三种：一部

分人认为东胡族人是商末周初箕子东赴朝鲜时留下的遗民；

也有人说东胡族系殷商之后裔。除此以外，还有人认为东胡

族来自东北土著氏族部落，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没有得

到切实有效的史料考证。

3.4.2 肃慎族系

肃慎族系是现存最早的有史记载的东北民族，现代民族

学分期理论引入中国后，常将肃慎人及其后裔认定是通古斯

人。肃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古代通古斯人也发生了变化，

满族人的祖先从远古的通古斯大地逐渐开始进入中华大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映入中原王朝的视野。如今，学界很多学者

认为，肃慎人发源于东北长白山一带。

3.4.3 濊貊族系

濊貊族系是在东胡、肃慎两大族系之后形成的。学术界

一般认为，濊貊族系在西周中后期才进入东北地区，相融了“貊

人”“秽人”“肃慎人”“东胡人”的一部分，最终形成了

规模较大的混血族群。和以上两个族系相比，濊貊族系明显

更多地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这和濊貊族系积极学习汉文化、

采用汉族制度，有着紧密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长河当中，东北古代少数民族始终致力于向

南发展入主中原。这是东北少数民族开基立业的基础。这种

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东北古代民族成为中国古代民族史

当中不可分级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东北古代少数民族

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为现代中国的最终定型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通过对东北古代主流民族族系进行研究，有利于展

现东北民族发展史的系统性 [4-6]。

4 结语

综上所述，东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的演化，就是以东北

地区为地理空间范围，以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为基础而进

行的与汉民族之间的融合进程，交流融合的过程是通过政治、

经济、文化的相互渗透、不断碰撞而发展的。东北少数民族

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共同推动和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产生，而东北地区又凭借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演进历史，

在中国历史长河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通过对东北地

区古代少数民族展开的系统性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

古代东北少数民族所创造的辉煌业绩，为还原中国历史发展

的真实面貌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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