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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主要收入的是1978年以来我国内陆欧亚诸方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同时选择了
部分国际欧亚学的经典名著，涉及区内众多民族、多种文化类别的语言、文字、风俗、宗教、生产和
生活方式等内容及其相互影响，在研究方法和资料构建上独显欧亚视野的优势和特色。
该套丛书的出版宗旨是：使读者能够在欧亚这一视野下系统、全面地品读历史，审视文化传统的发生
、发展和变迁，认识我们的历史文化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推动我国的民族史、宗教史、边
疆史、断代史乃至中华文化传统等现代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进步。
系统出版这些成果，对于指导我们国家的发展实践和构建稳定的发展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其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对于我国的民族史、宗教史、边疆史、各断代史乃至中华文化传统
等现代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启发和推动作用，也将意义深远。
本书是“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中的一种，在欧亚大陆这个广大地区使用的语言，主要属汉藏语系、阿
尔泰语系（有争议）、乌拉尔语系、亚非语系（旧称闪含语系）、印欧语系、南亚语系、达罗毗荼语
系等。本书对这些不同语言分别进行了简要说明；梳理了其中有文献传统的语言，并介绍了它们使用
的文字和历史上形成的重要文献著作；阐释了国内外对这些语言进行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已经得
出的重要结论和尚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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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蒙元质孙（只孙）宴之"质孙"（"只孙"）除蒙古语jisun（颜色）一说外，叶奕良提出波斯语jashn（
礼仪、庆典、御赐服饰）一说；蜜为源于印欧语的汉语外来词（可与龟兹语mit比较）；梅维恒（Mair
）认为古汉语“巫”来源于古代波斯语的Magus；苜蓿可能为梵语maksika或*mrgasaka-之音译。
2、原本定的书名是《古代内陆欧亚的语言和有关研究》内容也计划比现在宏富，不知啥原因最后变
成一本概说了，总体来说还算不错，有些问题没讲透，毕竟篇幅所限，但每章都提供了相应的参考文
献，不错。
3、太浅，真“说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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