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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
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
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
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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