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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4:西北卷(上)》为图典第4卷，地域划分为中国西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天山南北，既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众多民族的汇合地点。
这里既有游牧民族，也有农耕民族；既有“山北行国”，也有绿洲之邦。
透过西王母的传说和为沙漠所吞噬的古城，可见塞人、月氏、乌孙、西突厥的史迹和楼兰、鄯善、高
昌、龟兹、于阗古国的风采。
回鹘西迁以及哈剌汗王朝的伊斯兰化，中国西北地区文化风俗为之一变，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
、塔吉克、锡伯、乌兹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西北民族创造的文化在中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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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石器时代以后，人们使用的金属工具主要是青铜器和铁器。
青铜是以红铜为主要原料，加人锡或铅而成的合金。
加入锡或铅，是为了降低铜的熔点，增加铜液的流动性，使之便于铸造，同时又可以加强硬度。
青铜器的冶炼和铸造技术相当复杂，标志着人类生产力的一大进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现了为数不少的青铜文化遗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尉犁县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葬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南湾墓葬、和硕县新塔拉遗址和哈密市五堡墓葬等。
这些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多为小件工具和装饰品，缺少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常见的食器、礼器和乐
器。
与此同时，石器的使用仍很普遍，特别是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青铜文化遗址中，时有小麦、粟和谷子的发现，说明当时已经存在农业生产。
各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的陶器，这显然是当时人们普遍使用的生活器皿。
哈密市五堡墓葬可以说是西域青铜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
五堡乡在哈密市以西约70公里，墓地位于戈壁荒漠之中，墓葬密集。
已发掘墓葬百余座，出土的小件铜器有小铜刀、铜饰物等。
除铜器外，随葬品有陶器、木器、石器、毛织物、皮靴、毛皮衣服和牲畜、粮食作物等。
从这些随葬品来看，当地青铜时代的居民既从事农业，又经营畜牧业。
大麦、谷子等耐旱作物是主要的粮食品种。
他们饲养牛、羊，使用陶器。
他们的羊毛纺织和染色工艺，都有相当高的水平。
织物纺线均匀，组织平整，历经数千年，色泽依然鲜艳。
他们的皮革制品柔软，鞣制、脱脂水平颇高。
很可能在青铜时代，西域开始进入阶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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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4:西北卷(上)》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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