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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2021_2022__E5_AF_BC_

E6_B8_B8_E7_9F_A5_E8_c34_512390.htm 岩葬是壮族的一种丧

葬方式。 岩葬，就是人死之后，不埋入士，而是敛尸入棺，

在悬崖峭壁土凿孔插桩置放棺木；或是在悬崖上凿洞，纳棺

其中；或就岩石的裂隙和天然岩洞，将棺木抬进去，凌空悬

置。 广西西部地区石山耸立，岩洞遍布，所以，当地壮族多

选在下临江河的悬崖峭壁上的天然岩洞入葬逝者。岩葬棺木

多为圆木，剖开为二，然后挖空而成，也有用六块木板镶成

长方体的。壮族岩葬的起止年代大约在东汉时期，直到民国

年期还在部分壮族地区流行，大部分的壮族岩葬主要是明、

清时期的。 百考试题整理 古代壮族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大的人

力、物力、财力，将棺木悬于峭壁上的岩洞中呢? 这是由壮族

经济生活与宗教信仰所决定的。考古资料证明，在远古时期

，由于生产力低，壮族先民多是居住在岩洞里，在他们的思

想意识中，人死之后仍与活着的人一样进行生产与生活，同

样要衣、食、住、行。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岩葬就和人类

居住的岩洞联系在一起了。 "#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