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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适应打造学术精品的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编者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
文化文库》。
这本《西域文史论稿》(作者耿世民)是其中一册，包括中国吐鲁番、敦煌出土回鹘文献研究；回鹘文
主要文献及其研究情况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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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罗布地方，就是横卧在古代罗布泊广大湖床的部分，是塔里木盆地最低的地方。该盆地的沙
漠，也是以沙丘起伏为特色。在含盐分很多的荒地上，呈现着分散的台地群的地貌，取代了以前的盐
碱沙漠。然而，当古代罗布泊面积大的时候，在这里的商业都市楼兰是繁荣的。这个都市北通焉耆和
库尔勒诸绿洲，南通湖南面的米兰和媾羌，东有干线与敦煌相连接，形成了最古的西域北道。罗布地
方，在塔里木盆地内又成为十字路口，而且是十字路的中枢。它不仅是东西交通的要冲，而且也是北
方的游牧势力和南方的山岳势力交错的地点。对楼兰遗址的重要性，应从这样的大局出发深入认识。
　　6.4文化的状况古代塔里木盆地，以这样一种姿态处于亚洲的十字路上：该盆地本身和它的外观并
非一致，它不是一元的，同时从四方到达的力量也有差别，其达到的范围也各不相同，因此该盆地的
文化是多元的。譬如，一般的提法是，以库车为中心的文化称北道文化，而以和田为中心的文化称南
道文化。但是在南道的罗布地方的文化是特别的，北道的吐鲁番文化（高昌文化）也属不同的类型。
另外喀什噶尔、莎车文化也似有不同，由于未进行调查，目前尚不能说什么。但是像北道的焉耆、库
尔勒的文化，因为各有特色，所以研究者们的意见更加分歧了。　　然而，若寻求它们之间的共性，
那就只能认为上述那些文化与帕米尔以西的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也就是说，塔里木盆地的地形虽然呈
东面开阔西面被封锁的C字形，但在民族和文化上则恰好相反，与西方相近而与东方远。现在假定将
印欧语诸族分布的东端比作V字形，并把V字横着重叠到表现地形的C字上，这个问题就可看得很清楚
。的确，这个横放的V字，有如雅利安民族及其文化从西方打入亚洲民族及其文化圈的一个楔子。　
　经过学者们多年的研究，现已知道塔里木盆地的古代居民使用印度系古代文字书写文献，其所用语
言也属于印欧语系。但是，在南道和北道的居民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南道使用的语言为属于东伊兰语
的于阗语，北道为在印欧语系中占特殊地位的龟兹语和焉耆语两种。于阗、龟兹、焉耆分指现在的和
田、库车、焉耆各绿洲，这些名称是中国人根据于阗国、龟兹国、焉耆国的土语所记的原名。在一个
盆地中语言上的这种差异，是与前述文化上的地方性差别一致的。但是应该指出，住在古代西域北道
的居民，虽系印欧语民族，但他们的语言与伊朗和印度的不同，而明显地接近于欧洲的意大利一凯尔
特语。这种情况表明，可能在远古时代，即目前还不能根据物质文化探知的古代，就有一支流动的、
散布在亚洲内陆的印欧系民族流落到这片亚洲腹地的盆地中而成为孤儿，构成古代西域人的源流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流行于南道的于阗语，也称东伊兰语，是伊朗人语言的近亲，这说明帕米尔诸山绝
不是不可逾越的壁障，而恰恰暗示出它起到了连接东西方的媒介作用。和田特产的玉（软玉）发现于
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遗址中就是一个例证。同样，那种认为帕米尔至少到希腊化时期仍是西方世界之
极限的看法，也很肤浅。帕米尔的山道，我们认为不论是在希腊化时期或其之前，都从来没有妨碍过
东西两侧人们的来往通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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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适应打造学术精品的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编者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
文化文库》。    这本《西域文史论稿》(作者耿世民)是其中一册，包括中国吐鲁番、敦煌出土回鹘文
献研究；回鹘文主要文献及其研究情况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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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约用四分之一的篇幅讨论所谓“吐火罗语”命名的合理性，言其虽被泛泛接受，却仍是个待
考待定的问题，尤其是真正的吐火罗语被法国人考古发现以来，这个问题便一直处于凸显状态。而学
者之间的争论，或公或婆，难定于一尊。若用较为科学的名称“古代焉耆语”、“古代龟兹/库车语”
来分别指称“甲种吐火罗语”和“乙种吐火罗语”，啰嗦且不论，还给人以一种感觉，好像它们是二
种不同的语言。其实二者的差别，在我看来，大概只相当于北京话和河南话之别，而决非如某些学者
所言，可以看作是二种彼此独立的语言。现状既然如此樊然淆然，我的看法是，不如干脆以中国古籍
里的旧名，称此民族为“犬戎”，甲种吐火罗语为“犬戎语甲”，乙种吐火罗语为“犬戎语乙”。这
个金发碧眼、深目高鼻的民族，曾经杀死周幽王姬宫涅于骊山之下，掳走不笑花褒姒而窜大漠之中；
残破镐京于兵燹，逼走平王迁洛邑——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又浓又重的一笔。且名之“犬戎语”亦合
音训，可以从传统音韵学和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得到合理的阐释。但限于亚马逊所能给我的评
论空间，此处已无法展开了。
2、耿老爷子赛高
3、高手就是高手。
4、耿世民老爷子就是不一样，但是开篇序言哀怨的气息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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