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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存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河西走廊的意义和作用是非同寻常的。
我们难以设想，如果没有河西走廊这一连接中原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枢纽通道，中国今天的面貌
会是什么样？
河西走廊的历史作用和特点，恰如该书所言：“河西走廊地处黄土高原农耕区与青藏高原游牧区交错
过渡的地带，它在我国中原文化和西亚文化、南亚文化的汇合点和撞击点上，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
中继站，也是个汇合区，即是丝路交通枢纽，也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舞台，其中延伸的丝绸之路
则是我国与中亚、南亚各国进行交往的大动脉。
在地貌上是连接甘肃和新疆的一个走廊形的通道。
这一文化走廊东与我国黄河流域的文化带相联结，西与伊朗、阿拉伯世界相往来，形成了一条影响十
分深远的文化走廊。
”对于这样一条有着重要历史地位的河西走廊，学术界一直甚为关注，有关研究著述也相当丰富，特
别是对河西走廊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民族迁徙活动、文化交融及宗教、语言变更等
，均产生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
那么，同以往有关河西走廊的研究成果相比较，切排先生的这部《河西走廊多民族和平杂居与发展态
势研究》有何特点？
在我看来，该书至少有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    1.这是一部对河西走廊的民族进行全面和整体研究的
学术著作。
以往关于河西走廊的研究著述数量虽不少，但主要是以某一时期、某一方面或某一局部的个案研究居
多。
将河西走廊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及民族区域作较全面、系统和整体性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
虽也有个别从整体视野论述河西走廊的著作，但多数带有介绍性和综述性，研究分量不足。
该书毫无疑问是一部从整体上对河西走廊的民族进行综合研究的学术著作，是以“历史形成的民族地
区”之整体视野来进行民族研究的学术著作，就此点言之，本书有明显的开拓性。
    2.该书重点是研究河西走廊的民族，既关照其历史，也关照现实，既立足发展，也着眼未来，是一
部融会民族史、民族志、民族学等多种视野研究河西走廊民族面貌的著述。
该书以历史为起点，不但系统梳理了历史上河西走廊地区诸民族的活动、迁徙及其相互交融的脉络，
也着力呈现当今该走廊地区各民族相互杂居、和平共处及其在文化上相互交融整合的现状及特点，同
时还对该走廊地区当今各民族社会发展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讨。
该书既广泛利用了历史文献材料，也有大量作者自己的实地田野调查资料，书中对河西走廊地区民族
文化的互动与整合、民族关系以及民族分布与发展态势等分析研究也颇具新意和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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