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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与现实侧观》

内容概要

作者以长期实地调研和文献解读为基础，以中亚五国和我国西北边疆为主线，拓展至俄罗斯、阿富汗
等周边国家，综合考量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人文环境、社会的历史演进，以及大国的博弈和政
策等；分中国与中亚、政治与经济、民族与宗教、历史与文化四个部分，进行多方面、广视角、多层
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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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琪 女，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南京大学历史系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专业，历史学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
。陕西省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与中亚区域研究中心”首席专
家。主要研究方向：中亚问题、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等。出版有《中亚维吾尔人》《“东突”分裂主
义势力研究》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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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中国与中亚篇
第一章 “中亚”所指及其历史演变
第一节 历史地理之视角：“中亚”范畴按自然地理条件，而不是政治疆域划分
第二节 地缘政治之角度：界定范围随时代、利益不同而以渐移改
第三节 地缘经济之层面：重“地缘政治”，轻“地缘经济”的理路发生变化
第四节 地缘文明之视域：多元文化纷呈与区域文化空间的认同
结语
第二章 中国与中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缘战略意涵与实践
第一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构的历史要素与时代内涵
第二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地缘战略环境的重大抉择
第三节 以地缘经济关系为基点，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新模式
第四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区安全
第五节 合力传承“丝绸之路”文明，构建多元人文交流形式
第六节 实践层面面临的难点、问题与协调
第三章 中国与中亚：地缘安全视阈下的跨界民族关系
第一节 民族政治学与历史地理学视角：考量与定位
第二节 我国跨界民族居住区：祖国统一格局的重要地理单元
第三节 跨界民族关系：我国民族关系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节 我国跨界民族居住地方具有丰富的国家认同资源
第五节 历史：中国与藩属国协和关系，当今：“和谐周边”之构建
第六节 跨界民族居住地方稳定的基础是经济
第七节 跨界民族、跨国宗教因素的特定关系与被利用
结语
第四章 中国与中亚：地区安全化矩阵中的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问题
第一节 中亚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类型及其存在性威胁
第二节 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的行为方式和活动特征
结语
第五章 中国与中亚：新丝绸之路能源战略通道的合作与安全
第一节 我国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的聚焦点
第二节 中亚国家：能源合作成为国家关系的重中之重
第三节 能源安全：问题、难点与建议
第六章 中国与中亚：边境口岸经济的涉外性特点——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发展鸟瞰
第一节 涉外性是口岸经济的本质属性
第二节 口岸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
第三节 口岸政治功能与口岸经济功能相辅相成
第四节 跨界民族在口岸经济及跨界区域经贸合作中的作用
第五节 口岸经济涉外性发展中的问题与启示
⋯⋯
政治与经济篇
民族与宗教篇
历史与文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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