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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
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
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
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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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句丽的社会发展，既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反映出它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
由于可资证明的史料欠缺，各家结论很不一致，既有奴隶制说，又有封建制说，二者都有一定道理，
但都很不完全。
　　虽然高句丽的社会发展取决于自身条件，但是，外界影响也是推动高句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高句丽始终处于中原政权的制约和统辖之下。
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积极影响，对高句丽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
因此，高句丽奴隶制国家建立不久，便出现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
但是，在以后的数百年间，高句丽的统治者把主要精力都耗费在对外穷兵黩武上，多次四面兴师，征
战不休。
这极大地束缚和破坏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生产关系，长期共存，并行发展，
迟迟未能最终摆脱奴隶制统治，封建制始终未能最后确立，或者说，始终处于半奴隶半封建社会状态
。
同时，在社会组织中，还广泛保存原始社会部落的体系，各地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
　　1.1 奴隶制贯穿始终　　公元前37年，朱蒙在部落联盟基础上所建立的政权，标志着高句丽人的社
会发展已迈出原始氏族社会，进入了国家统治时期，奴隶制对所有的氏族成员，取得了绝对的支配地
位。
在此后长达700余年间，奴隶制一直统治着高句丽。
封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虽然也有某些发展，特别是在长寿王及其以后的历史时期，封建制的因素有
了较为明显的增长。
但是，它并没有达到质变性飞跃的程度，奴隶制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直到高句丽灭亡时，奴隶制才随之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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