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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文化概要》

内容概要

　　《丝路文化概要》根据丝绸之路新疆段的历史文化特点，并充分考虑广播电视大学学生的学习特
点而编写。本教材试图以丝绸之路新疆段作为历史的见证，重新深入认识丝绸之路，进而，从其所发
挥的沟通东西方物质与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方面挖掘其文化内涵和特质。本教材共分八章：第一章，
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文化；第二章，丝绸之路上的民族：第三章，丝绸之路上的社会经济生活；第四
章，丝绸之路上的i~——-g文字和文献：第五章。丝绸之路上的宗教；第六章，丝绸之路上的科学与
技术；第七章，丝绸之路上的艺术与文学；第八章，国内外的丝路探险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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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彭嬿主编的《丝路文化概要》根据丝绸之路新疆段的历史文化特点，并充分考虑广播电视大学学生的
学习特点而编写。本教材试图以丝绸之路新疆段作为历史的见证，重新深入认识丝绸之路，进而，从
其所发挥的沟通东西方物质与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方面挖掘其文化内涵和特质。    本教材共分八章：
第一章，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文化；第二章，丝绸之路上的民族：第三章，丝绸之路上的社会经济生
活；第四章，丝绸之路上的i~---g文字和文献：第五章。丝绸之路上的宗教；第六章，丝绸之路上的
科学与技术；第七章，丝绸之路上的艺术与文学；第八章，国内外的丝路探险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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