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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丛书所谓“欧亚”主要指内陆欧亚（Eumsia），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
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
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
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Steppes）。
　　二、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
欧洲、美洲历史上有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对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
历史文化视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我国作为内陆亚细亚的大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特别是我国甘肃
、宁夏、青海、西藏和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朝鲜半岛、日本、乃至西欧、北非等地）诸民族
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
由于内陆欧亚（尤其是核心地带）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
　　四、本丛书旨在将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有关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著作介绍给中国学者。
凡属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范畴的通史、专史、研究专著、专题论集或资料集，于我国内陆欧亚学界有重
大参考价值者，均在收辑之列。
学术性名著是人选本丛书的主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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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二是引人了一种长方形的放小塑像的塑像堂（大概是从犍陀罗引入的）。
这些塑像堂要么在大佛塔右绕道四周围成一圈，要么不太规则地散落在遗址各处。
随着当时犍陀罗流派的发展，佛像、菩萨像、关于佛陀最后一生和前生的浮雕，开始流行起来。
塑像崇拜，开始取代佛塔的那种对非偶像物体的崇拜。
至于佛塔本身，最初有一种抬高底座的趋势，因此也要加长到底座顶上去的带台阶的护坡。
但后来，底座的形状更加多样，有了更多光与影的变化，其方法是把底座垂直的表面分成两个或更多
个逐渐变小的平台，平台上装饰着短粗的壁柱（一般是科林斯壁柱）。
这在塔克西拉也是一种新事物，大概是从犍陀罗的建筑师那里学来的。
最后，就是在这个“花墙”时期，那种自成一体的、被墙围住的僧舍院子开始出现，后来它在中世纪
早期的佛教遗址中特别常见。
这种僧舍院子的发展情况在附近的其他遗址表现得很明显，但在达摩拉吉卡被发掘出来的遗址中，却
没有它最早阶段的例子。
不消说，塔克西拉的古代建筑者是很熟悉方石墙的，也深知方石墙同花墙相比有什么好处。
他们之所以采用了花墙，只是因为当地的石灰岩特别坚硬，几乎象燧石一般。
要把它们加工成方石块，特别艰难。
因此，他们只加工大石头暴露在外的表面。
大石头之间的空隙，则用加工大石头产生出来的碎石来填满，这样就节省了很多劳动。
但后来，经验告诉他们，这种墙体尽管比毛石墙先进得多，但并不是真正坚固的。
他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大大改进这种墙体：在大石头间塞人一层层小方石，使大石头有一个平坦的
底面；同时加大空隙中小石头的尺寸，粗略地加工一下它们的表面。
1～5世纪塔克西拉的石墙发展史，实际上就是想用最小的力气来模仿方石墙，也就是说，除非万不得
已，人们尽可能避免使用凿子和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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