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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文明史(第6卷)》

内容概要

六卷本《中亚文明史》将揭示中亚地区从文明之初到当今时代各种文化的兴盛和衰亡。该地区只有很
少一些地名，如撒马尔罕、布哈拉或希瓦，是公众所熟悉的；如今一些知名的专家（许多是当地人）
通过此书为我们解开了帷幕，显示了中亚文明更加丰富多彩的一面。世界古代史和中古史在很大程度
上就是由欧亚腹地各族人民的迁徙所形成的，迁徙的范围从西部的里海一直延伸到东部的中国本土边
境。 《中亚文明史》第六卷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编的多卷本中亚文明史的压卷之作，涵盖中亚的殖
民时代、非殖民化、冷战终结、苏联解体、地区动荡和改革重建，是了解中亚现状的必备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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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文明史(第6卷)》

编辑推荐

《中亚文明史(第6卷):走向现代文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编的多卷本中亚
文明史的压卷之作，涵盖中亚的殖民时代、非殖民化、冷战终结、苏联解体、地区动荡和改革重建，
是了解中亚现状的必备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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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文明史(第6卷)》

精彩短评

1、发货的速度非常快，装帧好书的内容也不错，还有什么可挑剔的？
2、终于把这套书买齐了，折扣也不错
3、前几本都买啦，这个一定要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是关于中亚最权威最经典的书籍
4、这书今天在书店里发现。翻了两眼，确定没有认真读的必要——想认真读的各位，直接读英文版
吧。中文版错译乱译不可胜数。即使译对，文笔也拙劣到惨不忍睹。本套丛书五六卷中文本都非常烂
，和前面的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5、良莠不齐，画风混乱，部分章节近乎流水帐
6、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红色补丁效果超拔。    
自力更生饱经坎坷，果断卖[哔]“轻松”跃进！
7、罗列信息凑页数么?还有新疆的内容实在是太太太天朝教科书了......
六卷书总算看完了，总有十年了吧。
8、很好。这本书不但内容全面，涵盖中亚现代史的各个方面，尤其侧重于中亚各个地区丰富多彩的
不同文化内涵，有别于我们传统中国史重政治轻文化的不良倾向；而且观点也比较开放多元，各展一
家之言，有助于拓展我们的新视野，避免我们的思想教条而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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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文明史(第6卷)》

章节试读

1、《中亚文明史》的笔记-第116页

        突厥斯坦委员会与塔什干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之间的政治角力尤为激烈。尽管民族民主派的领导
人并不相信突厥斯坦委员会是民主的，但他们却站出来反对塔什干苏维埃的命令。由于塔什干苏维埃
对本地区所有社会问题都采取激进的、以阶级为划线基础的政策，它不断攫取权力的态度，对土著居
民普遍民族利益的无视，等等，都拉大了民族民主派与苏维埃之间的距离，相互间关系也很快恶化。
在（1917年）塔什干九月事件中，这一点变得特别突出。当时，布尔什维克利用日益严重的饥荒在民
众中产生的愤怒，试图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之下发动政变。

2、《中亚文明史》的笔记-第51页

        总体而言，定居者都将其自我认定为某一特定城市或地域的居民；与此相比，突厥游牧民的自我
认定则更多地与其所属的部落集团相联系。身份的属性也反映出经济活动及其变化。某些普什图部落
就从事同样的职业并称其有着共同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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