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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典之旅》

内容概要

《丝绸之路经典之旅(2012-2013版)》以天山为界，循着古丝路路线分为北、中、南三条线，介绍了丝
路上的必游之地西安、嘉峪关、敦煌、吐鲁番、乌鲁木齐、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克孜尔千佛洞、喀纳
斯、喀什等，并配有照片、地图等旅游信息，让旅游者一书在手，即能通行无阻。此外，还介绍了丝
路的历史文化、世界遗产和特色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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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典之旅》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维吾尔族 据史料记载，维吾尔族原是3世纪时游牧于中国北方和贝加尔湖以南、额尔齐斯河
和巴尔喀什湖一带的游牧民族，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各部落逐渐迁入西域。隋末唐初时，九姓乌护
（源自乌揭）和十姓回纥结合，后发展成回纥汗国，曾支援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和西突厥。唐末，回纥
改译为回鹘。元明两代又译为畏兀儿。至1935年，正式确译为维吾尔族。 目前维吾尔族人口约有987
万，主要分布于天山以南的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城市。维吾尔族男子喜穿宽袖、无扣的对襟大衣，
妇女爱穿丝绸连衣裙，无论老幼头顶都少不了一顶朵巴（绣花小帽）。维吾尔族的饮食以烧烤为主，
早餐多半吃馕、喝茶，午餐以各类面食为主，晚餐还是馕、茶及汤面。烤全羊、烤羊肉串则是款待宾
客的名菜。 维吾尔族能歌善舞，民间盛行的麦西来甫，就是一种融合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娱乐活动
。由于地区不同，歌舞的规模、形式也有差异。 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
族，采用阿拉伯字母的拼音文字，有36个字母从右向左书写。 刀郎人 13世纪，蒙古人征服了亚洲大陆
及东欧部分地区，当时的南疆及中亚均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而后部分蒙古人迁往沙漠边缘
，以打渔狩猎为生。15世纪，这批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与当地各民族交融在一起，形成现在的刀郎
人。也有史学家认为刀郎人属于维吾尔族的一支，但在生活习俗、语言文化及相貌上都不尽相同。 刀
郎舞、驯鹰都是刀郎人的拿手绝活。刀郎舞也称“刀郎麦西来甫”，属于维吾尔麦西来甫艺术的一支
，因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歌舞表现的内涵更加原始淳朴。舞蹈主
要是表现狩猎时的情景和胜利凯旋的喜悦，当手鼓和热瓦普铿锵响起，歌手从丹田、胸腔、鼻腔发出
低沉若洪钟般的共鸣声，豪迈而粗犷，伴随舞者越来越快的舞步，迸发出最原始的生命力。 在麦盖提
县的库木库萨尔乡，可见识刀郎人驯鹰的绝活。刀郎人利用猎鹰在戈壁上抓野兔，以赚钱贴补家用。
对刀郎人而言，猎鹰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帮手，更是永远的朋友。此外，库木库萨尔乡的刀郎人
在农忙之余，运用丰富的想象力，以彩笔描绘出农村生活与乡间野趣，色彩活泼明亮，展现了刀郎人
豪爽质朴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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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泛泛而谈，内容不够丰富，照片也不够吸引人
2、图片还蛮多的.就是对各景点的历史人文介绍的不多
3、了解不少 ，如果内容能更丰富些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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