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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库所称&ldquo;欧亚&rdquo;（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
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
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
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
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
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
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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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域考古文存》所称&ldquo;欧亚&rdquo;（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
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
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
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
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
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
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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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③进行原始巫术活动的场地。
受原始思维制约，古代游牧人选择符合其原始巫术、原始宗教信仰的特殊地点，进行岩画、洞窟彩绘
创作。
这些地点所在自然环境往往不同于一般，在这些地点进行岩画创作活动，被认为会更利于向神灵传达
古代游牧人的祈求、信息。
因此，有关岩画、彩绘也更明显具有特定的巫术思想内涵。
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刻画遗址、特克斯县阿克塔斯岩画、巴里坤县巴里坤湖畔之夹山岩画
、裕民县巴尔鲁克山岩画等，所在地点山形突兀、溪水环抱、草场茂盛，山前有宽大空间便于进行群
体活动，都是原始巫术活动最为理想的场所。
　　④岩画内容。
岩画具体记录着早期游牧人的经济、社会实践活动，表现着他们曾有的思想观念、信仰、追求，对认
识、了解在没有文字以前的早期游牧人的精神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认真剖析现存岩画，可以发现，最主要的思想内涵不外乎生育、放牧、转场、狩猎、战争等，记录着
古代游牧人最重要的思想文化篇页。
　　在保留至今的岩画遗迹中，生殖崇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一个最显目的主题。
这方面最突出、最典型的实例，是位于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的岩画遗址。
岩画所在为丹霞山体，山势陡立，左右有溪水环抱。
不仅山水交融，而且山前有成片的绿树、茂草，生命力旺盛。
在古人心目中，是阴阳交合、适宜巫术祭祀的场所。
岩画所在峭壁，壁面平整，面积达120平方米。
其间满布大小不等、动作各异的人物形象达300人，有男有女，或站或卧，或衣或裸。
男性生殖器特别粗壮，有作交媾形，有双人同体；男女交媾图下，有群列舞蹈小人。
人体轮廓线内，早年涂朱的痕迹约略可见。
画面强调男性高大伟岸，女性相对柔弱，既清楚揭示岩画主人们祈求生殖、蕃育人口的强烈愿望，也
表示男子在生殖繁衍中的主体地位。
近年在阿勒泰山南麓发现的&ldquo;鸟啄鱼图&rdquo;岩画，也值得给予关注。
岩画的鹳鸟尖嘴正咬啄鱼的后鳍，很好地表现了鹳鱼相啄一刹那间的运动感。
这幅岩刻鸟啄鱼的主题，也应与生殖崇拜相关。
相关图像还见于黄河流域的彩陶。
它是不同地区在同样时代要求下出现的艺术创作，还是文化交流的产物，仍有待研究。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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