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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国家地理（2015年10月周年刊加厚版）（一带一路宝典专辑）
中亚篇
哈萨克斯坦：跟谁都好的中亚大国
撰文/梁强
作为一个仅有20多年历史的新生国家，哈萨克斯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是一片完全未知的领域.它一直
居于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却似乎又处于世界历史边缘。但是当你身临其境后，才发现它并不是想象
得那么单调乏味：这个只有1000多万人口的中亚大国，2012年GDP竟然已经跻身世界50强。更重要的
是，哈萨克斯坦在国际舞台上左右逢源，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中国的“丝绸之
路经济带”战略倡议，就是在哈萨克斯坦提出的。
穿插专家讨论：“中亚”是“东方”还是“西方”？东西方文明交汇点在哪里？“中亚”在中西方文
明的交流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乌兹别克斯坦：桑与棉编织的国度
撰文/毛铭
看国徽就知道，桑与棉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象征：乌兹别斯坦圆形国徽左右两侧，白色棉桃和金黄麦穗
，犹如一对展开的翅膀，而棉桃之间的绿色波浪，则象征着养蚕的桑树。桑树来自丝绸之路的东端—
—中国的中北部，棉花则来传自印度。扼守欧亚丝路十字路口的乌兹别克斯坦，是古中国、古印度文
明交汇之地。桑与棉，就像是华夏与古印度的文明使者——它们作为异域文明的舶来品，最终成为乌
国国徽上的“贵宾”。
穿插专家讨论：亚欧大陆中心到底是在新疆、中亚还是东欧？
吉尔吉斯斯坦：在中亚腹地的边缘
撰文/刘旻 摄影/陈杰
在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横卧在天山山脉中央高处，仿佛“半空中的一面镜子”，
早已是周边国家人们前往旅游疗养的胜地。但就这个国家而言，“民主化”改革似乎尚未为它展现出
稳定和谐的前景，地缘政治的角逐、民族间的冲突、城乡和阶层间的矛盾，使这里显得动荡不安，示
威和骚乱频发，仿佛中亚腹地的一个边缘性存在。中国人在那里的生意在显现机遇的同时，也在经受
着冲击和挑战。
穿插专家讨论：中亚国家的边界为何犬牙交错？ 费尔干纳盆地真的是恐怖分子的“温床”吗？
塔吉克斯坦：群山与国界的夹缝中
撰文/奥古斯汀
塔吉克斯坦是中亚最小的国家。受地理条件所限，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古丝绸之路文明遗址寥寥无几，
但塔吉克人相信自己是中亚最古老的民族，他们的历史比如今占中亚地区主流的突厥人要长的多。
穿插专家讨论：中亚是“馅饼”还是“陷阱”？中国能顺利通过“中亚陷阱”，实现与欧洲握手吗？
古有汗血马，今有天然气
——土库曼斯坦与中国的贸易筹码
撰文/刘昂
土库曼斯坦是中亚面积第二大的国家，这里出产的“汗血宝马”在中国自古名声显赫。公元11世纪
至13世纪，花剌子模的都城“玉龙杰赤”曾是西方人眼中最美丽的亚洲腹地之城。可叹历史上的繁华
已成过眼云烟，土库曼斯坦大部分国土如今被卡拉库姆沙漠覆盖着。值得庆幸的是，沙漠中蕴藏丰富
的天然气和石油，这些能源或许会让土库曼斯坦的未来充满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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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涵盖范围太广，有些不够深入。
2、给我这个地理盲x政治盲扫盲了
3、CNG的发展遇到一个大瓶颈了~
4、每年十月，惊喜准时到来。
5、收获最多的一期十月刊。@2015.11.22
6、买杂志的时候大概是十月中旬，同学问：“你是为了考研政治‘一带一路’专门买的吗？”看完
就会知道，它只是披了一张政策的皮，内容的充实和精彩超乎想像。
7、图片和黑体字
8、还是有一些干货的。
9、比较浅显，动不动就提及破解马六甲困局，思维惯性太严重。。。
10、哈哈哈哈哈哈
11、前面几篇稿子还不错
12、挺全面的科普的一辑
13、精彩，丰富，关键性价比高
14、这一期的内容真是蛮严肃的⋯⋯衬得起它＂白皮书＂这个主题⋯⋯
15、裹着白皮的中亚南亚东南亚科普宝典。想在乌兹别克的桑棉树荫下一边吃瓜一边跟当地人交流我
们的见闻；想在吉尔吉斯的"山神之镜"伊塞克湖一边游仰泳一边感受周围的冰山雪峰；想去土库曼感
受被遗忘的古城和"地狱之门"不灭的烈火⋯⋯
16、#工作# 披着政治羊皮的地理大片，还是很好看的，但是跟我的工作确实没有半毛钱关系⋯⋯带着
出差还特沉T_T
17、看了这个，最大的感触是无知产生偏见。（另外，贝加尔湖汉时称为“北海”，（苏武牧羊地）
，所以民谣里所谓“南山南北海北”指的是这个？
18、这一期做得其时还不错，不要老黑我CNG，这么多彩图才卖20大洋，就当画报看也是业界良心啊
19、开拓了一些见识，回忆了以前学区域地理的时光╮(╯▽╰)╭
20、政治味儿好浓
21、图文并茂，复习了好多地理知识
22、更像是中国各临国专辑，10月的杂志从来不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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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实话实说，这期CNG的10月刊特是我看过的最不满意的一期特刊。而今年对于CNG来说，10月特
刊走过了整整10年。从2005年一炮而红之后不断修订出版的选美中国特刊相比，近几年CNG的10月特
刊可以用惨淡来形容了。先来评说一下这本“一带一路”10月特刊，也是近几年相应政策号召下的一
个产物。这点来说，2012年是一个转变，由于北部和西部边疆的民族问题日渐凸显，从2012到2014三
年间连续出版三个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区的10月特刊，要说2012年的内蒙古专辑之前没有出版过（但是
关于草原、北部边疆的内容可以向来不少的），还情有可原，但是2013、2014两年间将国内民族宗教
冲突问题最为严重的XJ/XZ两省区重新出版专辑，还是占用了10月特刊的宝贵地域“名额”，其目的
指向性就显得十分突出了。从书名来说，今年的“一带一路”特刊甚至不再称呼为其“专辑”、“特
辑”了，而是称为“白皮书”，这一官方背景就加明显了。三年前，X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
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倡议建立一条“丝绸之路经济带”，后来根据“丝绸之路”的解读和需要，有
添加了“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二者统称为“一带一路”。这本书也从这个地域和理念出发，首先
就谈到了被世人包括CNG常常忽视了的中亚地区，从第一部分中亚篇当中给每个中亚国家各一篇的报
道，特色和国情也比较匹配，尤其在吉、乌、塔三国部分都强调费尔干纳盆地的重要性。而我认为，
由于中亚这几个邻国，是国人对中国周边邻国当中最缺乏了解的，因此这几篇文章我倒觉得其普及性
质更加明显，如果对中亚国家有一定了解的读者，可能就会觉得比较浅显了。这期CNG特刊还有一个
严重的问题：就是地域范围铺的十分大，从中亚到南亚再到东南亚，最后谈到海上丝绸之路，将非洲
与拉美都包含在内，这固然与“一带一路”的提法在区域范围上十分模糊与广大密切相关（或许也和
政府对于“一带一路”的解释模糊相关。正因区域范围的广大，各篇幅之间只能是浅尝辄止，普及性
质为主，就具有漫谈的特点了。当下CNG的定位是什么？从前几年铺天盖地的介绍西部的自然与人文
地理，就一直没有摆脱“西部国家地理”的称号。现在很难得将十月特刊的视角转移之国外，就首先
面临区域空心化的问题。如果这期做一个“中亚专辑”，当然也和“一带一路”密切相关，聚焦于新
独立的中亚五个国家，或许会更好。如果只是定位为“地理知识漫谈”，基本可以毫无疑问的说
，CNG只能越发颓势。在这个网络时代，不同于十几年前，人们普遍地理知识欠缺，长途旅游行业还
不算发达，CNG当时还可以凭借与中科院和相关摄影公司的合作，用精美的图片辅之青少年地理知识
科普的定位，能够在新世纪之初从地理知识向中国国家地理的完美转型，即便当时以16元的定价依然
能吸引到固定读者群，而现在却基本丧失了原有的固定读者群。可以说十年间，中国的杂志行业已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杂志等纸媒该如何应对迅猛的数字互联网时代海量便捷的信息源，是一个很现实
也很急迫的大问题。CNG会如何面对呢？作为一个十多年前CNG的忠实粉丝，在五年前，基本就只关
注十月特刊，而明年连是否会购买阅读十月特刊都会纠结的笔者，迫切的想看到CNG明年的变化和采
取的策略，毕竟像我这样与CNG结缘的读者，也不希望CNG衰亡的如此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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