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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阴山地域是我国北部一个独具文化特色的区域，历史上，先后有匈奴、鲜卑、高车、柔然、铁勒、突
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在这里繁衍生息。
作者紧紧抓住阴山地域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突出特点，深入系统地梳理了远古以来阴山地域历史文化的
发展脉络，展现了阴山地域数千年来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生活图景，描绘了各民族斗争和融合的历
史进程，发掘了各民族为共同开发建设祖国北部边疆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王炜民编著的《阴山文化史》拓展了中国区域文化史的新领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史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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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炜民，汉族，1953年生，河北涿鹿人。
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现任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
理事、内蒙古社科联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获得包头市劳动模范、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等荣
誉。
历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各级科研项目多项，出版《中华文明简史》、《中华文明概论》、《中
国礼仪文化》等著作十余种，在《历史文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浙江学刊》、《江汉
论坛》等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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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黄教寺庙 三、汉传佛教 四、基督教的再度传入与发展 五、阴山地域的伊斯兰教 第五节 清代至民国
阴山地域的民俗文化 一、服饰习俗 二、饮食习俗 三、居住习俗 四、婚丧习俗 五、祭祀习俗第四章 新
中国建立后&mdash;&mdash;阴山地域文化的新发展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后阴山地域的行政建置 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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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三、阴山地域的新石器文化阴山地域的新石器文化主要有：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庙子沟，凉
城县老虎山、园子沟等；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海生不浪、碱地，清水河县白泥窑子，和林格尔县二十
家子等；包头市红台坡、阿善沟门、西园、转龙藏等；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大口，伊金霍洛旗朱开沟
，杭锦旗锡尼镇，达拉特旗瓦窑村等遗址。
阴山地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要代表是海生不浪文化，按不同特征和不同发展趋向可分为三种考古学
文化类型，即呼和浩特、包头大青山南麓台地以阿善遗址为代表，鄂尔多斯及黄河以东地区以白泥窑
子遗址为代表，黄旗海、岱海地区以庙子沟遗址为代表。
其中阿善遗址反映了阴山地域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早、中、晚及仰韶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新石器时代文
化特征。
阿善一期和西园一期是阴山地域新石器时代白泥窑子文化的组成部分，时代相当于仰韶早、中期。
阿善二期、西园二期文化遗存同属庙子沟、阿善文化类型，为仰韶晚期遗存。
阿善三期和西园三期属阿善文化遗存，是仰韶向龙山过渡阶段文化。
海生不浪文化三个类型均出土有石器、骨器、陶器等。
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打制石器、细石器、骨角器共存为特点。
石器有斧、刀、铲、凿、锛、磨盘、磨棒、台状凹形器等。
细石器有刮削器、钻刻器和石镞。
陶制品主要是陶片改制的刀、铲，及直接烧制的凹形器等。
陶器均为手制，分泥质、夹砂、砂质三类代表性器物，主要有小口尖底瓶系列和小口双耳鼓腹罐系列
。
另有其他器物，如敞口折腹钵、侈沿夹砂罐和大口深腹罐等。
从文化特征看出，其经济类型以原始锄耕农业为主，并有家畜饲养业、狩猎或渔猎业。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阿善、白泥窑子、老虎山、庙子沟等遗址发掘，使人们对阴山地域新石器时代文
化特征、内涵、分布有了进一步明确认识。
证实阴山地域有许多独具特色的新石器文化，但同时与内蒙古东部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
化之间，在相当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就有了来往，彼此间有许多共同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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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阴山文化史》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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