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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东南卷(8)》内容简介：在历史渐然阔别20世纪的脚步声中，我们谨献上这
部以大量珍贵文物图片诠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脉络的大型图典。
图典涉及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在已确
定的历史分期下，探寻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轨迹，展现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古代民族的文化遗存，揭
示各民族的文化特征，阐述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历程，勾勒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的面貌
。
遵循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本图典按中国古今民族的主要聚居和活动区域，
分东北、北方上、北方下、西北上、西北下、西南上、西南下、东南8卷，卷下设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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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远古木作技术远古时期人类和林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木器曾经成为基本的生产工具
和生活器具。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石器时代之前，曾经经历过一个木器时代，这可能就是《周易·系辞下》所谓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断木为杵”，以及“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弦矢之利，以威天下”的时
代。
而《韩非子·五蠹》所谓“构木为巢”，则反映了木结构建筑的出现。
不过，由于木器和建筑木构件存留年代短暂，现在已经很难直接看到当时有关的实物遗存。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使我们对远古时代的木作技术有了比较真切的认识。
河姆渡文化的木作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除木制耜、铲、杵、矛、刀、桨、槌、纺轮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多种工具的木质把柄。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可以看到榫卯结构，尤其是燕尾榫、带孔榫和企口板的发明和
使用，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成就。
河姆渡遗址第三层出土的一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朱红色涂料，涂料虽然严重剥落，但是依然
微显光泽。
这种涂料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守了最早的漆器。
河姆渡文化的主人习惯于居住在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之中。
在河姆渡遗址的各个文化层，都发现了和这种建筑形式有关的圆桩、方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的
遗存，数量多达数千件。
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发现的一座干栏式建筑的遗址，桩木和紧靠桩木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从桩木排列
规律分析，可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
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或许是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又隔成若干小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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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东南卷(8)》是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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