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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

内容概要

匈奴统治时代
大的政治变动发生了。匈奴由于幸运的掠夺、远征，不止争得蒙古草原
的统治权，而且也越过一些游牧国家向西直到乌拉尔山脉。所以在公元前17
6年塔里木的绿洲民族也都要给他们纳贡，楼兰首当其冲。占领了楼兰，就
能随时遮断往西方去的道路。接着就是接境的月氏即吐火罗被匈奴歼灭了，
那是一个特别大的打击。吐火罗人一部分逃人山中，主要部分都流亡出去，
绕着北边的道路达到伊斯库勒地区，又从那里到闪米特，吐火罗人从闪米特
出发推翻了希腊的巴克特里亚国，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朝，他们的势
力扩张到北印度的大部分。由于这些事件，塔里木的居民失去了两个好邻居
，因此必须在种族不同的匈奴面前屈服。他们旧日的商业朋友吐火罗人，诚
然只是更换了他们的居处，但是和产丝茧国的交通却被匈奴彻底地破坏了。
这时西域城邦只是从中国方面能够得到救援，而因为中国本身也受匈奴
的骚扰。这个救援实现于中国的使臣张骞。因为数百年前筑成的长城的保护
不够了，所以汉朝雄才大略的武帝最先就设法和匈奴以往的敌人吐火罗人结
盟。这个任务就落到使臣张骞的身上。但是他一出发就被匈奴所俘，直到10
年后他才能又继续前进。他经过塔里木、费尔干纳和撒马尔罕，终于达到吐
火罗国王的宫廷，但是国王已经没有缔结反匈奴同盟的兴趣了。
这次出使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可是引起了举世对于西域——塔里木的关
注，这是历史上的重大成就。那时以前中国关于西方——西域的知识，还不
曾有一次达到比塔里木更远的地方，现在忽然认识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向
不曾预感到的大的疆域和丰富的宝藏。现在这位目光远大的汉武帝就想和这
个新疆域发生直接的通商关系。不仅是吐火罗的都城的市场和因产骏马而出
名的费尔干纳(大宛)引入神往，即便是在通过的地方塔里木的物产也令人羡
慕，特别是在南方昆仑山山前洪积扇的沙砾里所采得的宝贵的碧玉。
通过讨伐匈奴的胜利，中国人开辟了一条自由的通路，经过早日的吐火
罗国，这个国家从此受中国保护，而且用一道坚固的边城防御那世代的仇敌
。因此，中国第一次把它的西北边界由黄河移至罗布迫，一直到楼兰国。楼
兰刚刚从匈奴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给这新的邻居(汉)打开了到更远的西方去
的道路。张骞随后和强大的游牧民族乌孙订立了一个同盟，并且从那里遣送
使节到西方各国，因此第一次实现了亚洲的东方与西方间的直接联络(公元
前1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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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匈奴统治时代    大的政治变动发生了。匈奴由于幸运的掠夺、远征，不止争得蒙古草原的统治权
，而且也越过一些游牧国家向西直到乌拉尔山脉。所以在公元前176年塔里木的绿洲民族也都要给他们
纳贡，楼兰首当其冲。占领了楼兰，就能随时遮断往西方去的道路。接着就是接境的月氏即吐火罗被
匈奴歼灭了，那是一个特别大的打击。吐火罗人一部分逃人山中，主要部分都流亡出去，绕着北边的
道路达到伊斯库勒地区，又从那里到闪米特，吐火罗人从闪米特出发推翻了希腊的巴克特里亚国，在
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朝，他们的势力扩张到北印度的大部分。由于这些事件，塔里木的居民失去
了两个好邻居，因此必须在种族不同的匈奴面前屈服。他们旧日的商业朋友吐火罗人，诚然只是更换
了他们的居处，但是和产丝茧国的交通却被匈奴彻底地破坏了。    这时西域城邦只是从中国方面能够
得到救援，而因为中国本身也受匈奴的骚扰。这个救援实现于中国的使臣张骞。因为数百年前筑成的
长城的保护不够了，所以汉朝雄才大略的武帝最先就设法和匈奴以往的敌人吐火罗人结盟。这个任务
就落到使臣张骞的身上。但是他一出发就被匈奴所俘，直到10年后他才能又继续前进。他经过塔里木
、费尔干纳和撒马尔罕，终于达到吐火罗国王的宫廷，但是国王已经没有缔结反匈奴同盟的兴趣了。 
  这次出使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可是引起了举世对于西域——塔里木的关注，这是历史上的重大成就
。那时以前中国关于西方——西域的知识，还不曾有一次达到比塔里木更远的地方，现在忽然认识了
一个全新的世界，一向不曾预感到的大的疆域和丰富的宝藏。现在这位目光远大的汉武帝就想和这个
新疆域发生直接的通商关系。不仅是吐火罗的都城的市场和因产骏马而出名的费尔干纳(大宛)引入神
往，即便是在通过的地方塔里木的物产也令人羡慕，特别是在南方昆仑山山前洪积扇的沙砾里所采得
的宝贵的碧玉。    通过讨伐匈奴的胜利，中国人开辟了一条自由的通路，经过早日的吐火罗国，这个
国家从此受中国保护，而且用一道坚固的边城防御那世代的仇敌。因此，中国第一次把它的西北边界
由黄河移至罗布迫，一直到楼兰国。楼兰刚刚从匈奴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给这新的邻居(汉)打开了到
更远的西方去的道路。张骞随后和强大的游牧民族乌孙订立了一个同盟，并且从那里遣送使节到西方
各国，因此第一次实现了亚洲的东方与西方间的直接联络(公元前115年)。                              P25-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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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生在新疆，从小就知道丝绸之路，楼兰，高昌，很不错的书，只可惜有很多遗迹已经荡然无存了
。
2、旧版考古翻译图书，无与同时代考究结合，枯燥无味，论据陈旧，过时！
3、书的纸质是非常好的，就是有点啰嗦！
4、罗布泊地区，“雅丹”地形。沉睡了四千年的“楼兰美女”。
5、西域的书，还是老外的靠谱，那篇是七八十年前写的。
6、应该说这本书是研究楼兰必读的
7、腦洞大了點，很多論點也站不住腳。以今人的眼光去看，對羅布泊持有游移湖的論點也不符合當
代人的認知。
8、这是一本很小的书，有点旧，没有塑封
如果想通过这本书了解楼兰的话，还是算了吧，内容有点少而且网上也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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