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994-1995-涼山民族研究-2>>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1994-1995-涼山民族研究-2>>

13位ISBN编号：9787105122288

10位ISBN编号：7105122285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民族出版社

作者：马尔子　主编

页数：412

字数：55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994-1995-涼山民族研究-2>>

内容概要

《凉山民族研究》创刊已20年。
关注凉山民族地区和索要《凉山民族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但大部分年刊已成为孤本。
为了不负专家、学者的需求，凉山州民族研究所决定从2011年起，按时间顺序把以前的两期年刊合订
为一册，作适当调整删减后，以丛书的形式陆续公开出版发行。
该书的出版，对了解和研究凉山民族地区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
马尔子主编的《凉山民族研究(2\1994-1995)》是丛书的第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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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的民族，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川滇之间的崇山峻岭
之中，开辟了一条与外界联系的纽带——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南丝路”）。
这是中国通往外界的最早的通道之一。
她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又把世界介绍给中国。
地处“南丝路”川滇要冲的攀西地区，是四川西部资源富集区。
明清时中外商贸活跃，曾在这穷乡僻壤的裂谷中，出现过经济繁荣。
历史证明：“南丝路”通则攀西商贸兴；“南丝路”阻则攀西商贸衰。
纵观历史，“南丝路”的兴衰，对四川西部攀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古代“南丝路”初探　　（一）开凿与形成　　“南丝路”的开凿，始于秦汉时代。
“南丝路”以成都为起点，向南分为东西两条主道，其间又分支和穿插着若干支线。
这两条主道即“西夷道”和“南夷道”。
　　“西夷道”出成都南门万里桥，经邛崃、雅安、荥经，翻越大相岭而至汉源；越大渡河，穿清溪
关后进入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顺安宁河谷南下至西昌；再沿河西下，经德昌、米易至会理，过黎
溪，渡过金沙江进入攀枝花市；翻越川滇交界的方山后入云南永仁，经大姚过姚安至祥云，直达大理
。
因此道通过了越西境内的“零关”，故又名“零关道”。
　　“南夷道”也是以成都为起点，顺岷江南下，经眉山、乐山、犍为而至宜宾，溯江而上人云南境
，过盐津五沙关后至昭通市；向南过会泽、东川至曲靖；折西可至晋宁，再西行经楚雄、南华等地至
大理。
　　西夷、南夷二道在大理汇合后，向西南经永平渡澜沧江至保山，越怒江至德宏州首府潞西，在今
云南畹町、瑞丽及腾冲一带出境，通向缅甸、印度、泰国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并由这些地区
港口进入印度洋，西达非洲、西亚和西欧等地区。
　　（二）“南丝路”与攀西地区的关系　　攀西地区位于三江一河交汇之地。
由西而东，依次有金沙江、雅砻江、安宁河、龙川江等大江大河在这里汇合。
由于这一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这一带从远古时代就成为亚洲东部人们南来北往的交通走廊，也是
“南丝路”的“西夷道”之来由。
像安宁河流域这样宽阔平坦的河谷，更是受历代人类交通的青睐。
从遥远的石器时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蜀一滇一身毒（印度）道”，秦汉以后的“西夷道”
，唐代的“清溪关道”，民国时期修的“西祥公路”，直到六七十年代修的“成昆铁路”等，没有哪
一个时代的交通能舍此途而求他。
“南丝路”经历代的开发经营，已成为一条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将中原与西南连为一体的纽带，进
而成为一条古代中国与南亚、东南亚进行陆上交通、贸易的重要通道，在历史上为发展上述地区的经
济文化交流，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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