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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藏高原东麓西北、西南的山间谷地，自古至今都是一条不同人群交汇、融合的走廊地带。
“藏彝走廊”学术名词的提出，是以文献史料以及看得见的人群迁徙为基础的。
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则表明，这种交往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距今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先秦时期的青藏高原东麓》一书，首次从考古学资料出发，勾勒出距今5000～2000年间这条文化走
廊上的人群流动与融合的样态，拉开了对这条古代交通孔道上的文化交流全面研究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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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藏高原东麓西北、西南的山间谷地，自古至今都是一条不同人群交汇、融合的走廊地带。
“藏彝走廊”学术名词的提出，是以文献史料以及看得见的人群迁徙为基础的。
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则表明，这种交往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距今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陈苇编著的《先秦时期的青藏高原东麓》一书，首次从考古学资料出发，勾勒出距今5000～2000年间
这条文化走廊上的人群流动与融合的样态，拉开了对这条古代交通孔道上的文化交流全面研究的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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