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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

内容概要

《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一书,由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马国荣、徐伯夫等同志编辑,北京人
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约53万字,共十五章。前九章以一朝一代时间顺序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前清编排,后六章是近代部分。每章都包括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
济、文化关系及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该书所收资料内容丰富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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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策勒村各族人民抗俄斗争的经过及其交涉 631
四、袁世凯卖国政府及沙俄侵略者葬送了策勘村人民的抗俄斗争 639
第四节 行政区域的重要改革--阿尔泰归并新疆 644
一、咨程长官克(程克)筹商阿山改组事宜文 645
二、库伦陈都护使陈毅呈请府院拟将阿尔泰归并新疆改建道区 645
三、呈转阿尔泰属蒙部呈请改隶新疆请示核办文 651
四、大总统命令 652
五、电呈阿山改道既经议决请即以周务学署理道尹并设县治县佐文 653
六、电呈阿山改道规定岁支经费文 653
七、复阿山道尹周务学论交代暨改组事宜函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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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其实是不错的。
2、草阅。不少黑材料，重点自然在清以降。档案分类虽以现在眼光看较为粗疏但仍不失为用于研究
的好素材。要说缺点的话可能就是过于注重文本忽视视觉以及物质方面的资料，不过这也是时代的局
限。目前网络有些问题，暂不放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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