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

13位ISBN编号：9787101073942

10位ISBN编号：7101073948

出版时间：2010-07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E.H.切尔内赫,C.B.库兹明

页数：308

字数：3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

前言

　　在青铜时代的欧亚大陆北部，很难找到一个像塞伊玛一图尔宾诺现象那样鲜明和独特的文化现象
。
它所代表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影响，欧亚大陆北部出现的金属冶炼和制造领域的许多重要创新
都与他们密切相关。
这不只是一个会冶金的民族，也是一个能征善战的骑马民族。
他们使用的武器以及军事组织在公元前第2千纪中期就已经很先进，所以他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迁
徙数千公里，横穿西西伯利亚的森林草原带和沼泽密布的森林带，翻越乌拉尔山，-直到达东欧的森林
平原。
　　塞伊玛一图尔宾诺民族的人口不会很多，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金属器还
不到五百件。
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五座大型墓地（其中塞伊玛、图尔宾诺和列什诺耶位于乌拉尔山以西；罗斯托
夫卡和萨特加位于乌拉尔山以东），还有一处位于伯朝拉的祭祀遗址——卡宁山洞。
零星的塞伊玛一图尔宾诺型金属器在无边无际的欧亚大陆都有发现，从蒙古的阿尔泰-直到芬兰和摩尔
多瓦。
所有这些都让人惊讶：为数不多的器物覆盖了不小于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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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指的是青铜时代晚期分布于西西伯利亚和东欧平原的一批富有特色的青铜器。
本书通过对这些青铜器的形态和成分分析，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假说。
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发源于阿尔泰山区，后来它的部落沿森林草原带的主要河流向西伯利亚平原、乌
拉尔山脉和东欧平原逐渐迁徙。
有些部落沿途定居下来，留下了许多墓地和金属器。
在迁徙过程中塞伊玛一图尔宾诺的各部落同阿巴台沃、木椁墓和安德罗诺沃文化进行了交流。
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青铜器与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探讨这些
地区的冶金技术和金属产品流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适合对上述地区的冶金史、考古、历史有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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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馆里已经收藏了很多。
除此之外⋯⋯从法捷耶夫市学校的老师那里得到了‘凯列蔑奇’和别廖佐夫卡村附近出土的各种青铜
器。
从H.A.伊兹诺斯科夫的报导完全看不出它们出于窖藏。
而且他说其中一部分器物是在别廖佐夫卡村出土的。
　　1885年在别廖佐夫卡村（卡马河的右支流）克里瓦亚河转弯处，波诺马廖夫发掘了一座沙丘。
由农民手里征集的器物和发掘使他得出结论说，这里曾存在一座墓地，但已经被春天的洪水冲刷和风
蚀破坏了。
沙丘表面保存着人骨的碎片、青铜矛、直銎斧、刀、牌饰和其他器物。
在喀山的鞑靼共和国国立博物馆中，只保存了其中的片状刀、片形器和腿骨。
波诺马廖夫当时认为它与阿南伊诺有关。
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1885年还没有发现图尔宾诺、塞伊玛和塞伊玛一图尔宾诺的直銎斧。
别廖佐夫卡出土的矛，最有可能与之挂钩的，也就是1881年Ⅱ.A.波诺马廖夫发掘阿南伊诺墓地所得到
的器物。
　　别廖佐夫卡器物的资料零星见于一些关心塞伊玛一图尔宾诺问题的学者的文章。
文献里提到的两个发现地点，即奥马雷和别廖佐夫卡，我们认为是同一座墓地，即别廖佐夫卡村（今
天的别廖佐夫卡马鬃村）。
A.B.兹布鲁耶娃在1950年和哈利科夫在1955年分别发掘了这个墓地，发现它已完全被破坏了。
关于别廖佐夫卡一奥马雷器物的资料可以从一些文章收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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