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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阿尔泰是中亚古代文明摇篮的中心区域之一，是欧亚草原东西方文化的汇萃之地。
1957年，以阿尔泰语系地区多学科内容为研究对象的国际阿尔泰学会宣告成立；日后，欧美、亚太地
区的许多国家均相继建立了阿尔泰学的研究机构。
目前，阿尔泰学已成为具有全球范围的一个热门学科。
为弘扬中华本土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近年来新疆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会以其崛起之面貌，积极参
与了国际阿尔泰学研究的行列。

　　在近十多年来，新疆学者已在中国阿尔泰境内及其邻境地区发现了中亚境内颇为罕见的远古时期
的洞窟彩绘岩画，铁器时代的蒙古鹿石与西方鹿石以及数量颇巨、类型颇全的远古、中古、近古时期
的人形石雕像。
这方面的考察与研究成果已引起日本、欧美一些著名学者的极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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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志尧，出生于抗战胜利后第一年的冬天。
在风雨如晦的知青岁月中，曾有过伙夫、马车夫、矿工的人生经历。
作者曾任《新疆经济导报》、《中国西部开发报》记者，草原丝绸之路旅行社副总经理。
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新疆阿尔泰学研究会（省级社会学术团体）常务副秘书长，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研
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特聘教授。
主编出版了《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岩画》、《中亚古代艺术》三部共108万字的学术著
作。

　　出版了《西部驿站》（46万字）《大时代的记忆》（55万宇）著述，并发表了《中国核能先驱卢
鹤级》、《海峡两岸的龙兄鳌弟》、《沪战前后的江湾路》、《在艾青家里》、《塔城第一美人约拉
》、《溯寻北溟部族》、《呵，森林那边的蒙古人小屋》、《金山之子--哈德斯印象》等20多万字的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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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再版序言
一、草原丝绸之路
阿尔泰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
先汉时期的欧亚草原丝路
汉、唐时期我国北方的草原丝路
唐代回纥路的开通及其影响
明代丝路贸易中的西域回回
唐代北、中道对清代巴里坤交通之影响
中国阿尔泰的古代丝绸之路
哈萨克草原丝路及其经济文化
二、中亚古代游牧文化
中亚地区铁器时代考古文化
阿尔泰、天山北部与东部的塞人--匈奴文化
月氏文化族属、族源刍议
贵霜考古中的游牧民族文化成分
中亚境内天山、七河地区的古代文化
蒙古阿尔泰及邻境山中的古代车辆岩画
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鹿石
阿尔泰的东方鹿石与西方鹿石
额尔齐斯河上游及邻境区人形石雕像
塔吉克斯坦南部的石雕人像
欧亚草原古代墓葬文化
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考古发现
阿富汗西伯尔罕墓葬文化
中亚古代火袄教葬俗
蒙古人的萨满教
果尔特人的萨满教
西北突厥语民族的萨满教遗俗
哈萨克传统习俗中的灵力崇拜
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与蛇图腾崇拜
三、草原丝路与欧亚经济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与古代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文化
粟特人对东西交通的贡献
西辽时期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
贵霜人的娱乐活动
古代欧亚大陆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
四、草原丝路文化研究
中国西部地区人面形岩画
史前岩画艺术审美初探
欧亚草原丝路的部分资料
天堂牧场的纹身木乃伊
溯寻北溟
从祈雨文化探寻阿尔泰与四川、台湾的远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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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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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域路即“陆上丝路”的情况。
从这里到希腊、罗马，要经过中国西域、中亚、西亚等地区，最近，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西面的阿拉
沟遗址，发现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和漆器。
可见西域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往来比我们所知要早得多。
公元前176年败于匈奴被迫西迁的月氏民族，在西迁以前，“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是中国西
部地区势力最强大的民族。
月氏由于经营对中原地区玉的贸易而在中国以“玉的民族”见称，如《管子·揆度篇》说；中国自古
以来，都是“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河之珠”。
在《管子，揆度篇》中还提到“禺氏边山之玉”、“玉出禺氏之边山”等等。
“禺氏”据何秋涛解释即是指月支。
“禺”“月”仅一声之转。
实际上玉产自于阗，月氏人只不过是贩运者而已。
月氏人将玉运至中原，又将中原的丝绸运到西方，故月氏在西方则又以“绢的民族”见称。
据斯特拉波《地理书》所引阿波劳德劳斯的记叙，公元前200年前后，巴克特利亚曾将其疆域拓至赛里
斯及佛利尼国。
佛利尼即匈奴，前者则是指将丝绸贩至西方的月氏及中国的西部居民。
由此看来，“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帕米尔以东）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就已经开通了。
　　在“陆上丝路”的西段（帕米尔以西至地中海东岸），公元前六世纪中时兴起的波斯帝国，经过
数十年的征伐，其国境东达帕米尔高原，西至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岸（盛时远及欧洲、非洲的部分地
区）。
整个丝路西段所经过的地区都纳入了波斯帝国的统辖范围。
大流士时修筑的从小亚细亚沿岸的以弗所经撤尔迪斯，至帝国首都苏撒的“玉道”及其他驿道，对东
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必然会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也有可能为中国丝绸的西传，打开方便之门
。
据说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中国产的丝已见于波斯的市场。
公元前四世纪后半叶，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灭波斯帝国，建成了西起巴尔干半岛，东至帕米尔高原，比
波斯更大的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
尽管在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大帝国很快分崩离析，但其几个部将各自割据的几个希腊化王国却存在了比
较长的一段时间。
这在客观上对东西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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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于张志尧编著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集中了中外著名专家的多年研究成果，自1994年自出
版以来，在学界、旅游界广泛受到欢迎。
该书已成为研究欧亚草原远古文化、中国北方游牧文化以及中原华夏与北方早期文化联系等诸多方面
的必备参考书。
    再版的书中增加了《草原丝路文化》的篇章，其中的《中国西部人面形岩画研究》、《史前岩画审
美初探》、《欧亚草原丝路的部分资料》、《天堂牧场的木乃伊》、《溯寻北溟》、《从祈雨文化，
纵观阿尔泰与四川、台湾的远古联系》等6篇文章与一百多幅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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