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I却吁圈5J札物．厶从lS圈

{



I}IlliIIJ百部风物忠从l‘

新疆·晗密风物志
I!蝾 编并

|}版f r





■蔷嘲F慧孵
l 气．

I ‘．二薹当毯笛占-占I盆曲瞄：；



鍪I‘j之
爱鬻．≥理

李毒荸√’之
‘jr“：．

■■●■≯|；
’

。，奠。i镳．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篮 1‘：





，r’一1



一．●●■■^q■●’●-～



k t

I



。总 序

马大正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人民在世纪之交唤出的建设社会主义

祖国的最强音；1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人民走向21世纪的一个新起点；

西部大开发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人民奋进的主旋律，随

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实现小康，奔向富

裕将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

开发西部，首先要认识西部、了解西部。基于此，我们向

读者呈献上“中国西部风物志丛书”。

这套书不是纯学术著作，却有着深厚的学术内涵，耐人咀

嚼；这套书也不是文艺作品和游记，但它却以生动优美的文笔

咏物状景，绘声绘色，读之引人入胜。这是一套集学术性、知

识性、通俗性、可读性为一体的丛书。

中国的西部，依今天约定俗成的认识包括12个省、市、

自治区，即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5个自治区及陕西、甘肃、

青海、四川、贵州、云南6个省和重庆市。中国的西部地域辽

阔，占中国陆地面积近60％；中国的西部又是一个多民族、

多元文化的集合地区，我国5个民族自治区、30个民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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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中的27个、119个民族自治县中的82个在西部；中国的西

部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不同的地域和民族，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风土人

情，它们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中国西部正待开发，它的神秘性对外部世界具有强烈的吸

引力。也许，这种神秘性正是其文化蕴藏丰富性的标志。

“中国西部风物志丛书”将向读者系统介绍中国西部独具

特色的历史传统、民族民情、地物风貌、风土特产。

“中国西部风物志丛书”将以一县、一市、一地立题，又

以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地域特点、民族特色的旅游热点或将成

为旅游热点的地区为立题首选对象，重点突出，以点带面。

“中国西部风物志丛书”各分册包括概览、风景名胜、民

俗风情、地方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名人、名优特产、珍禽异

兽、奇花异木、交通旅游等内容，为读者了解相关地区的多元

文化提供简洁明了的指南。

“中国西部风物志丛书”编纂中力求达到八要，即新：从

历史的文化的视野观察，做到视角新、材料新；特：特有的、

特点鲜明的；名：国内外著名的，当地有名的；重：重大的、

重要的；准：材料准确且有权威性；美：文笔优美，可读性

强；简：简洁扼要；图：图文并茂。

“中国西部风物志丛书”将成为广大读者的知识之友，认

识西部的入门指南；将成为世界上一切关心中国西部的人们了

解西部的一个窗口，一套案头必备的读物。

果若如此，斯愿足矣。我们热切期盼着1

2001年1月6日

于北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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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陲锁钥镇咽喉

玉门碛远度伊州，无数瓜畦望里收。’

天作雪山隔南北，西陲锁钥镇咽喉。

这是清朝史官兼诗人祁韵士在<西域竹枝词>中，对哈密

地理风物的描述。

哈密地处新疆东部、天山之尾，它的东南西部分别与甘肃

的酒泉地区、新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和昌吉

回族自治州毗邻，北部和东北部与蒙古国接壤，有长达五六百

公里的边界线。

，哈密位于亚欧大陆腹地，深居内陆，远离海洋，是世界上

距海洋最远的地方之一，因此形成了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

气候。

、哈密地区跨越东天山南北两麓，天山余脉横贯全境，将哈

密地区分成两个独立的盆地。哈密盆地南临著名的莫贺延碛

(即库木塔克大沙漠)和罗布泊荒原。它位居交通十字路口，

是新疆去中原内地的东大门，也是北出天山草原、南去塔里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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