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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关于原创部落数字藏品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不过没关系，因为今天小
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纪元部落数字藏品的知识点，相信应该可以解决大家的一些
困惑和问题，如果碰巧可以解决您的问题，还望关注下本站哦，希望对各位有所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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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部铠甲

起最早的战甲，就不得不提到少康。我们知道少康是夏朝的中兴之主，在他打败东
夷寒浞，夺回夏的统治权后各路诸侯前来恭贺，唯有东边的夷族部落一个都没来，
新仇旧恨是一齐涌上心头，坚定了少康东进的决心。

少康在位时一改先祖喜好游猎的作风，关心农事兴修水利，使得国力大大增强，有
了征战的力量。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还没等到计划实施，少康就病死了。少康的
儿子杼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着手东进事宜。

当时的华夏大地战事频繁，各部落互殴是常有的事情，作为当时最为强盛的势力，
杼的军队经常参与各种战事，或调停或吞并，为了减少兵力的损耗抵御敌方的矢石
矛斧，杼发明了甲。

在日本、欧美，乃至印度阿拉伯世界，铠甲的传世藏品极为丰富、且历来为人们视
为珍宝。西方世界赞誉它为“男士最高尚的服饰"。在日本，又与武士刀并称为“武
士之躯"和“武士之魂"，在各个国家都起着重要的文化符号作用。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先人留下的丰厚历史文化遗产，无不引发我
们身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中国自古也是一个武学发达的国家，铠甲门类多样，
品质优良、工艺精美，在世界古代军事史上更是独树一帜。

夏朝中期战争的频繁催生了防御装备甲的诞生，杼用兽皮制甲，用藤条勒绑在身上
，兵士穿上后能遮挡敌人石刀、石箭的砍、射，同东夷族各部落争斗时，战斗力大
大增强。当时皮革制品的鞣制技术还不到家，兽皮也是比较贵重的资产，很多部落
是没有这么大的财力为部落战士装备皮甲，因此杼的军队防御力在当时是非常强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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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杨泓先生依靠民俗学资料，对原始的甲胄做了一个简单的勾画：“早期的甲
胄对选材是没什么要求的，大部分的兽皮藤蔓都可以用，防护的部位也仅仅是前胸
后背这些地方，头部盔甲是没有的。而且制作简陋，简单裁剪之后披在身上是常规
操作，防卫力度极其有限。”那为什么杼的军队装备如此简陋，发挥的效用却不一
般呢？

从现有的史料中，我们能发现杼掌权8年后，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这里
的东海指的是江苏以北紧靠山东的地方，寿是个古地名儿，三就是多的意思，杼在
东海征服了以寿为代表的的多个部族，最为光辉的战绩就是打败了其中以九尾为图
腾的部落。九尾紧邻羿的部落，征服九尾意味着山东地区最为强大的东夷部落被扫
平，自杼东征后，山东彻底沦为姒姓集团的殖民地，东夷部落从此失去了和夏抗衡
的力量。

装备了战甲的杼军队，打败了夏朝的心腹大患东夷，这在华夏历史上是非常了不得
的。战甲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妙处，要归功于原始社会战斗方式的简单。部落打架基
本依靠投掷石矛，骨刀劈砍这种方式，本身攻击力就不高，皮甲防护绰绰有余。而
且当时战争规模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根据《左传》的描述，当时大点的部落千
众，小点的两三百人，所以少康靠五百人复国才有可能。

一般情况下，部落战争也就几百众，采取投掷石块，近身互殴方式攻击对方，皮甲
防护还是很不错的。不过这种粗制滥造的皮甲很快就被淘汰了，到了先秦时，铠甲
多用革制造，所以称为“甲"、“介”、“函”等，防护部位扩大了整个上半身，并
且能够护住膝关节；到了战国中晚期，随着铸铁冶炼技术的成熟，开始用铁制造，
改称“铠"，皮质的则仍称“甲”，那时候简单的头盔也有了，甲的防护面积扩散到
了全身，如果大家对古代铠甲演变有兴趣，后期我在专门整理。

现在被低估的收藏品有哪些？

高古玉，远古陶器，这两种东西最被低估！！！仿品之多，令收藏界中新人讳莫如
深，不敢收藏！！！但真的终归是真的，随着岁月的远去，假的东西渐渐的被人们
熟识，和认为，会回归应有的价值！！！时间会慢证明的。

内蒙古有多少传统部落

蒙古族有28个部落。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周纯杰表示，经过4年多时间的调查，最终确定了蒙古族
28个部落的传统服饰的基本样式，共制作了内蒙古现存28个蒙古族部落的108套服
饰和34组头饰，并已全部移交内蒙古博物院，作为永久性藏品，供展示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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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文章到此结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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