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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及文化史，以及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国民族文化生态、文化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已经
发表和出版的论著颇多。
本书则主要是以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为研究对象，重点探索在现今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西北少
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变迁；也就是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和重新构建的问题。
我们所说的“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是属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范畴，有其特定的地域(陕、甘
、宁、青、新五省区)及聚居在这一广大地域除汉族之外的十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化。
从古至今在我国西北聚居的少数民族甚多，故其文化不是单一的、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就是每一个
居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又受到四周各族文化的影响，由多种文化交融而成，因
此西北各个民族的文化来源亦可以说是“多元的”。
    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特别是这些文化与西部大开发的关系问题，不仅是我国如何发展和解决少
数民族多元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层次问题，关系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甚至关系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在西部大开发中，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转型
、现代新型多元文化的构建，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西部大开发成功的必备条件之一。
因此，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与西部大开发的关系问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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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伟洲，1940年生，广东开平人。
196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考取该校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
教授。
1965年毕业后，先后在陕西省博物馆及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从事中国民族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1986年由讲师破格提升为教授。
现任陕西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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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综合目前国内学界有关研究成果，将这一时期西北民族及其相关的区域文化分述如下：　　
（1）周秦文化区（今陕西、甘肃东部及宁夏南部）。
这里地处黄河中游一带，在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即有密切的关系，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之一。
先后有周人、秦人及诸羌戎、北狄诸族居此。
周人曾于此建西周王朝，春秋、战国时，秦人建秦国。
周人兴起于今陕西西部，灭商后，承继黄河中下游夏、商的华夏族文化，创造了华夏的礼乐文明，成
为华夏文化之主体。
秦国继立于陕西，最终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周秦的文化逐渐影响和融合了周围一些民族，如诸羌戎、白狄、义渠等。
秦统一六国后，华夏文化成为中国各族多元文化的主体。
　　（2）甘青文化区（今甘肃大部及青海东部）。
这里主要居住着氐、羌、匈奴（匈奴休屠、浑邪部）诸族，他们主要以游牧经济为主，但有些地区已
发展了农业。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了一则有关的传说：秦厉公（公元前476－前444年在位）时，秦国有一个名叫
无弋爰剑的奴隶，逃出秦国，历经千辛万苦，到了羌人故地（今青海河湟地区），把从秦人那里学到
的种植和饲养家畜的技术传授与羌人，使羌人的农业和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
无弋爰剑因而受到羌人的崇拜，世为酋豪。
由于秦朝至西汉武帝时，内地政权未统治到甘青地区，故先秦时甘青文化的面貌还不十分清楚。
　　（3）新疆北部天山文化区（包括甘肃西部）。
这里先后是大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游牧地区。
月氏、鸟孙，“本居敦煌、祁连间”。
敦煌，指汉所设敦煌郡（治今甘肃敦煌）；祁连，应为今新疆东部天山，匈奴称“天”为祁连。
只是到西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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