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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
但中国的概念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最初的京师，华夏地区，到由汉族和其它民族建立的王朝所
统辖的地区称之为中国，近代始才专指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其它民族）共有的国家为中国，以
区别于其它国家，具有了现代意义国家称谓。
总之，中国概念的演变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
边疆，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国内外文献作出的解释是很相近的，一般都解释为“靠近国界的那个
地方”。
有的说：“边疆，边境之地。
”有的则说：“边疆，靠近国界的领土。
”在外文辞书中，边疆是指一个国家的边远地区。
总之，中外文献中，都把边疆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
边疆是一个地理概念。
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
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有一定宽度的地区，必须具备下述条件的地区才可称之为陆疆地区，即一要有与
邻国相接的国界线，二要具有自然、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
据此，当代中国的陆疆省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
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黑龙江、吉林、辽宁、云南、甘肃等省
都视为陆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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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
尽管各史所记“西域”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我们今天使用“西域”这一名称，一般有广狭两义。
广义指古代中亚，狭义指历史上的新疆。
本书所谓“西域”，取其狭义，然在叙事过程中，往往越出新疆的范围，视各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而
定。
    一部合乎要求的通史，应该吸收、消化已有的研究成果，使更从的人能利用这些成果。
因此，作才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即在充分利用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尽量吸收国内外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明白易懂的文字将“西域”历史的大致轮廓勾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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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石器时代是介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时代，其主要特征是制造和使用打制或琢
制石器，其中有大量的细石器，尚未出现磨制石器和陶器，经济形态是采集和狩猎。
其地质年代已进入全新世，绝对年代为距今一万年前后。
西域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发现和研究都很不够，虽然在一些论着中多有提及，但真正可以确认者为数
很少。
迄今为止，较有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文化的主要有东疆区哈密市的七角井和三道岭、鄯善县的迪坎尔
和英都尔库什、北疆区木垒县的七城子等遗址。
七角井遗址曾经进行过多次调查，先后采集石器千余件。
这些石器可分三大类，即细石器、石片石器和石核石器。
细石器主要是石核和石叶，相当丰富典型。
石核有船底形、圆锥形、圆柱形等，台面多经修整，侧面有剥片后留下的石片疤痕。
石叶很小，多呈长条形，有的用交互打击法制成尖状器、雕刻器和箭头等。
石片石器数量最多，系用直接打击法剥下的较厚石片在一侧或两侧以压琢法加工成各种刮削器、尖状
器、切割器、敲砸器等。
有些石片未经加工，但在边缘往往有使用痕迹。
石核石器较少，形体较大，主要是砍砸器和斧①[图一：1～3]。
三道岭遗址采集石器较少，主要有圆锥形石核和小长石片等细石器，也有用砾石打制而成的较大敲砸
器。
迪坎尔遗址采集石器数百件，主要是细石器和石片石器。
细石器包括石核和石叶，石核有圆锥形、半圆锥形和半圆柱形。
有的通体加工，不留自然砾石面，但留剥片疤痕；有的则保留一部分自然砾石面。
石叶窄长，亦有较宽者，有的两端被截断，两侧缘有加工和使用痕迹。
石片石器主要是各种形状的刮削器和切割器，多以单面加工的方法制成单斜刃，有的在局部保留自然
砾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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