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的西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永远的西域》

13位ISBN编号：9787546117478

10位ISBN编号：754611747X

出版时间：2011-6-1

出版社：黄山书社

作者：徐波

页数：2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永远的西域》

前言

　　后记　　《废墟下的兴衰&mdash;&mdash;六大世界文明的前世今生》、《永远的&ldquo;西
域&rdquo;&mdash;&mdash;古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和《秦汉与罗马&mdash;&mdash;帝国时代的倒影
》三本书，是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几个系列讲座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华世纪坛是为迎接新世纪和
新千年而建，坐落在&ldquo;中华第一街&rdquo;&mdash;&mdash;北京长安街的延长线上，早已成为首
都的标志性建筑，国家的许多重大庆典和纪念活动在此举办。　　但是，中华世纪坛的功能远远不止
这些。从那个著名的倾斜式旋转坛体下面的入口处进入她的主体建筑，你会惊喜地发现其中&ldquo;别
有洞天&rdquo;：那里是一个拥有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展览展示面积近20000平方米的大型会展场地
。这就是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中国第一家以世界艺术为收藏、展示及研究对象，以传播世界文明
、促进文化交流、普及艺术教育求为宗旨的艺术博物馆。十年来，特别是2006年正式建馆以来，她与
国内国外众多博物馆和艺术馆等机构合作，相继举办了一系列堪称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型展览，既包括
毕加索版画展、达利作品展、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展等艺术珍品展，也包括&ldquo;世纪国宝
展&rdquo;、&ldquo;神秘的玛雅&mdash;&mdash;墨西哥古代文明&rdquo;、&ldquo;天竺之
魂&mdash;&mdash;印度古国青铜雕像展&rdquo;、&ldquo;伟大的世界文明&rdquo;、&ldquo;庞贝末
日&mdash;&mdash;源自火山喷发的故事&rdquo;、&ldquo;秦汉一罗马文明展&rdquo;等中外历史文物精
品展，每次展览都吸引了大批观众，产生了巨大影响。　　2007年春，我受邀成为中华世纪坛世界艺
术馆专家委员会委员。在王立梅馆长、冯光生副馆长等大力支持及艺术馆众多同仁多方协助下，
自2007年至2009年，我在艺术馆已延续数年的艺术讲座的基础上，邀请众多知名学者担任主讲人，围
绕&ldquo;伟大的世界文明&rdquo;和&ldquo;秦汉一罗马文明展&rdquo;两个大型展览，相继开设了三个
系列的历史文化讲座。北京大学历史系颜海英教授、朱孝远教授、恩师林被甸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尚会鹏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晏绍祥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孙机老先生，首都博
物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小凌先生，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马小军教授及我本
人分别担纲主讲，不但受到现场听众的好评，也为众多媒体所关注。　　我的同事胡孝文建议我把讲
座内容整理编辑成书，同时对书的性质、体例、样式等提出一系列具体完整的设想，并着手与出版社
联系。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接纳了出版这套丛书的设想，并立即组织力量投入出版运
作。胡俊生、刘媛媛、赵子宜和徐敏峰等编辑付出了辛勤劳动。三本书共采用了1000余幅图片，图片
的搜集工作繁重费时，这使我的交稿日期一再推迟，他们予以了充分理解。　　整理成书的工作同样
得到众多师友全力支持。世界艺术馆提供了包括部分展品图片版权等在内的多方协助。各位主讲人都
以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投入对讲座文稿的整理，这个过程尤其使我感受到学者们认真严肃的学术态度
，一次次让我感动不已。汝信先生和孙机先生慨然允许将各自的一篇主题论文收入《秦汉与罗马》书
中。孔寒冰教授、潘光教授、黄安年教授、龚猎夫大使、朱绛先生及同事段来和先生提供了他们拍摄
或拥有的照片，或允许使用他们著作中的图片。同事吴晓芳和董玉洁协助整理了部分讲稿，后者并允
许使用她的一篇文章作为《永远的&ldquo;西域&rdquo;》一书的附录。尽管讲座的备讲以及整理成书
工作主要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但毕竟多少牵扯了本应用于本职工作的时间和精力，我的同事对此予以
了充分的宽容。肖云玲女士对版式的精心设计，让这套丛书看上去更加赏心悦目。于是，就有了这套
围绕两个展览、对应三个系列讲座的丛书。我相信这是一套既有益又好看的书。尤其是学者们坚实的
学术功底，保证了书的品质。当然，编辑整理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失误，则由我来负责。　　徐波谨识 
　　2011年4月

Page 2



《永远的西域》

内容概要

《永远的西域:古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内容简介：“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短短的
诗句流传千古，饱含了人们对汉唐西域生活的多少憧憬与追忆！从中亚到南亚、自西亚至欧洲，欧亚
大陆这大片地区尽属汉唐人眼中的西域。西域是我们历史记忆中的永恒主题，而汉地与西域也在经意
与不经意间改写着彼此的历史。
六场讲座，300余幅配图，描绘出古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生动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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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西域》

作者简介

徐波，知名国际时政双周刊《世界知识》主编，曾任高校教师，从事国际关系与世界历史相关工作20
余年，有著、译、编各种学术著作多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印度友好协会理事
。2009年起为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专家委员会成员，主持并参与主讲“伟大的世界文明”等系列讲
座。

Page 4



《永远的西域》

书籍目录

第一讲　汉唐中国的“西域”情结——中国与西亚中亚的政治和文化互动
第二讲　汉与罗马：失之交臂的千年遗憾
第三讲　欧亚大陆的蝴蝶效应：汉唐帝国怎样改写世界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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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西域》

章节摘录

　　七、奥斯曼帝国及其解体：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对世界历史影响更大，并且对当今国际政治
也有更大影响的，还要说是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突厥人&mdash;&mdash;现在人们常常使用奥斯曼
土耳其人这个名称，也是突厥人的一支，原来是跟随着塞尔柱突厥人进入西亚的，13世纪末，在塞尔
柱人因为遭到蒙古人打击而衰落的时候，这个部落的首领奥斯曼一世率领部落从塞尔柱突厥人中独立
出来，开始建立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部落发展非常迅速，到了14世纪，他们已把原属于拜占庭帝
国的小亚细亚全都纳入他们的版图，并且渡过黑海海峡进入欧洲东南部。在此后一个世纪中，他们不
断取得军事胜利，进占马其顿，攻克索非亚，剿灭庞大的塞尔维亚帝国。到1453年，也就是他们渡过
黑海海峡进入欧洲正好一个世纪的时候，他们已经强大到完全可以向防御极其坚固的拜占庭首都君士
坦丁堡发起进攻。这年春天的七个星期里，10万奥斯曼大军围攻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守军人数不多，
但击溃了奥斯曼人一次次的猛攻，直到奥斯曼人的重炮轰塌了一段城墙。奥斯曼大军如惊涛骇浪般从
这个缺口冲进城里，开始了一场为期三天的疯狂大劫掠。自从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后已经存在
了1000多年的拜占庭帝国，至此灭亡。　　奥斯曼突厥人完成了他们的祖先匈奴人1000年前没有完成
的事业。匈奴人参与推翻了西罗马帝国，却在拜占庭帝国面前碰了壁，现在历史重演，突厥人干了一
件同样重大的事件。前后1000年，想想这个过程，是不是感到惊心动魄？　　事情还远远没有完。紧
接着，他们渡过多瑙河，击败匈牙利，围攻维也纳，对欧洲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巨大压力，直到1683
年还对维也纳发起最后一次围攻，但是惨遭失败。　　奥斯曼帝国把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作为自己
的首都，改名伊斯坦布尔。这个帝国地跨亚、非、欧三洲，领土中心在小亚细亚，西部伸入东南欧，
向北达到克里米亚以北及外高加索地区，向东直抵波斯边界，向南伸入阿拉伯半岛和埃及，并沿北非
海岸向西延伸。原阿拉伯帝国的大部分领土都被囊括，仅因同处于扩张状态的波斯萨非帝国的顽强对
抗，伊朗高原成了奥斯曼帝国向东方扩张的最后障碍。同时波斯萨非帝国也没能恢复历史上波斯帝国
在伊拉克的统治。奥斯曼帝国和萨非帝国的争战，也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拼杀，因此两伊边
界成了这两大教派大体上的分界线。　　自1683年在维也纳城外失败后，奥斯曼势力被迫退出中欧腹
地。此后，奥斯曼帝国就开始了漫长的解体过程。世界进入欧洲列强崛起和争霸的时代后，欧洲列强
觊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遗产，使它饱受侵略和欺凌。　　俄国从北方、西欧列强从西方和南方不断对
奥斯曼帝国蚕食鲸吞。沙皇俄国从18世纪起，几乎每一代人都经历过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使它在
高加索的领土不断向后退缩。　　18世纪末期，拿破仑军队入侵帝国的领土埃及。19世纪初，英国在
与拿破仑的战争中两次入侵埃及。19世纪上半期，埃及实际上脱离了帝国的控制。19世纪50&mdash;60
年代英法在埃及开凿了苏伊士运河。1911年意大利入侵帝国领土利比亚。1912年意大利和几个巴尔干
国家一起向帝国开战，爆发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当列强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时，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牺
牲奥斯曼帝国的利益，通过瓜分它的领土来维持列强之间的平衡。瓜分解体中的奥斯曼帝国的遗产，
是欧洲列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帝国境内，尤其是东南欧地区，各被压迫
民族的解放斗争也使这个帝国一次次受到打击。首先崩溃的是帝国的东南欧部分。19世纪20年代，希
腊首先掀起反对奥斯曼的民族独立运动，并实现了独立。这对其他被压迫民族产生极大的鼓舞。19世
纪晚期到20世纪初，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相继独立。塞尔维亚、黑山
还有马其顿，和从奥匈帝国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组成南斯拉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奥斯曼帝国在愚昧、落后、野蛮
和垂死挣扎状态下，也表现了也令人痛恨的霸权野心。18世纪后，帝国的苏丹（也就是皇帝）把在伊
斯兰世界实际上已经废弃了几百年的哈里发的桂冠戴到自己头上，表明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最高权威
，既为麻痹境内被压迫的穆斯林各族，也为了争取全世界穆斯林的支持以对抗欧洲列强的欺凌。它依
然热衷参与列强在欧洲的争夺，与德国、奥匈帝国结成同盟国集团，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方
。1918年同盟国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后，奥斯曼帝国终于分崩离析。　　一战后，奥斯曼
帝国境内各被压迫民族纷纷摆脱帝国的统治，而战胜国英、法等国乘机企图进一步瓜分土耳其本土。
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际，土耳其爆发了凯末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经过艰苦奋战，终于驱逐协
约国列强支持的希腊入侵者，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　　1923年，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凯末尔领导
的一个崭新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屹立在中东的西北部。　　凯末尔的历史功绩不仅仅是建立了土耳其
国家，他还坚决抵制反对一切不切实际的开历史倒车的主张。他反对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统治的
想法，把革命的方向把握在建立独立的土耳其民族国家之上，其领土基本上局限于其小亚细亚本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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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西域》

黑海海峡西岸一角。　　他反对恢复帝制，废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制，建立了共和国。　　他反对恢
复政教合一的体制，废除哈里发制度，建立了世俗的而非伊斯兰教的政权。　　他拒绝那种&ldquo;建
立包括从爱琴海到中国海的各个突厥民族和鞑靼民族在内的新的大突厥帝国&rdquo;的主张，认为其他
地方的突厥族兄弟可以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谊，但他们必须自行确定各自的政治前途。　　也就是说
，他反对泛伊斯兰主义，也反对泛突厥主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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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西域》

精彩短评

1、这种水平也出书？
2、通熟易懂的了解路上中西交流的一本书。
3、彪悍
4、简单易读
5、久闻这套书的盛名，今天终于拿到手上，能好好地一睹“芳”容了。文字清新，蕴含历史的智慧
，配图珍贵，是我挚爱的那种。
6、经老领导推荐，这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文中插入大量的展览图片，本书最大特点是保留了
讲稿的行文风格，还原讲座现场，使得本书既有学理的权威性，又具备阅读的趣味性，通俗易懂。
不错。。。
7、很久没有写书评的意愿，这次觉得真的很值得推荐。
“西域是我们历史记忆中的永恒主题”，西域是中国人心中曾经的辉煌梦。
8、黄沙下的辉煌
9、书中介绍的范围很广，但是深度不足！
10、记下了舍身求法的法显、玄奘、义净、常愍，还有更多无名西行僧众。
11、看完古罗马与秦汉以后又买了这本。不错的书，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就是有的页面实在过于花
哨，文字印刷色彩有问题，看得眼睛有点累。
12、西域呀 今天还未到过那个遥远的地方
13、科普 通俗易读
14、闲书，科普性讲座
15、比较笼统，科普而已。
16、文字和图片都很不错，印刷质量精良
17、可作为闲暇时刻的休闲读物，长知识。
18、不错的普及读物，就是图片排版很糟糕
19、永远的西域-古代中国与世界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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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西域》

精彩书评

1、西域，对今天国人而言，有些陌生。汉唐二代，因以长安为都，而长安三面环山，襟山带河，关
外很难对它构成威胁，但西方无险可守。所以两代王朝不断向西用兵，欣喜的是，由此靖卫了丝绸之
路的安宁。如果没有西域的发现，今天的生活将彻底改变，茄子、大蒜、大葱、胡萝卜、白糖、芝麻
、菠菜等均来自西域，此外像刷牙、高利贷、佛教、人物画、琵琶等，也均为舶来。在大航海时代之
前，人类最激动人心的交流便来自西域，当唐太宗知道西域平定，他高兴地说，这下我可以做生意了
。唐代丝绸源源不断出口，支撑起外向经济，西安出土过东罗马帝国的钱币，而欧洲出土过开元通宝
。其实，唐代心态并不特别开放，长安城胡人住的是专门的社区，与唐人分开，然而，唐人发现胡人
享有特权，可以深夜开店，违法很少被抓，所以纷纷穿胡装，逛胡店，化胡妆，玩胡戏，就这样，唐
人有了后世难以仰望的视野与胸襟。本书是“在中华世纪坛听讲座”系列图书中的一本，作者为西域
研究专家，作为讲座的文字版，本书轻松易读，深入浅出，诚为不可多得的休闲读物。
2、徐波，知名国际时政双周刊《世界知识》主编，曾任高校教师，从事国际关系与世界历史相关工
作20余年，有著、译、编各种学术著作多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印度友好协会理事
。2007年起为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专家委员会成员，主持并参与主讲“伟大的世界文明”等系列讲
座。汝信（作序），江苏吴江人。男，中国当代美学家、哲学家。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1955年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曾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执行主席，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中华全国美学
学会会长以及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副主席等。著有《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合著有《黑格尔
范畴论批判》、《西方美学史论丛》等。朱孝远，男，浙江海宁人，１９５４年２月２日生，北京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１９７８年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分别在历史系、英语系、艺术系学习史学、外
语和音乐。１９８２年毕业，任上海师范大学教员。１９８６年获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欧洲中古史硕
士学位，１９９０年获美国俄勒冈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在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
任教，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在德国杜宾根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１９９２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历史
系教授。林被甸，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60-1963北京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史研究生。北
京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主任。专著：《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现代化新论》、《现代化新论续篇》、《美洲史论》、
《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从“西化”到现代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各国现代化比
较研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现代世界体系》
、《全球分裂--第三世界历史进程》 颜海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教授、北京大学古
代东方文明研究所埃及学专家。北京大学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埃及学专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古
代史教研室副教授，国际埃及学家协会会员。1994年7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埃及学专
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古代史博士后流动站，1996年出站留校任教
至今。1995年9月出席在剑桥举办的第七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提交论文《The Famine Stela: a
Source-critical Perspective》(见OLA82,Leuven 1998)。1997年9月赴比利时鲁汶大学古典学系做短期访学
。1999—2000年赴开罗大学考古学院，作为埃及考古学系的高级访问学者，重点考察埃及境内的古迹
，同时研究象形文字和纸草文献。2002年赴鲁汶大学参加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鲁汶大学古典学系
教授Willy Clarysse主持的古代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研究数据库项目。2002年9月作为嘉宾参加CCTV举办
的《埃及考古行动》的现场直播。著作：《走遍埃及》、《守望和谐—探寻古埃及文明》等。⋯⋯
3、对西域的了解最初源自西游记，认为那是一个瓜果遍地，美女如云的地方，骆驼满载着货物摇摇
晃晃的走过，留下悠长的驼铃声。那是理想化的西域，但是在实际与西域的沟通中确是理解与误解的
博弈。一本好书，值得推荐~
4、西域是我们历史记忆中的永恒主题，西域是中国人心中曾经的辉煌梦。贴上书中的精彩段落：欧
亚大陆的蝴蝶效应　　——汉唐帝国怎样重构世界版图　　　　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可能会在千
里万里之外掀起一场风暴。因为它的翅膀振动了周围的空气，这种振动一波一波传导开去，可能会在
很远之外，或者很长时间之后，造成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位相距700年的帝王，就是
这样两只蝴蝶。他们在各自的首都长安城里做出了一项决定，却在不经意间给欧亚大陆造成了长久的
影响，而这种影响至今仍在被我们感觉到。　　我们在上次的讲座中讲到，汉与罗马两大帝国同时存
在，却因为种种原因失之交臂，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官方联系。但是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往往于不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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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产生出人预料的结果。两汉帝国没能与罗马建立联系，但是两汉都受到匈奴的严重威胁，都对匈奴
进行了沉重的打击，打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胜利的结果却在很久
以后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覆灭，从而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汉朝的历史竟以这样的方式与罗马的历
史联系在了一起，而汉武帝就是扇动翅膀的第一只蝴蝶。　　更出人预料的是，数百年后历史重演。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中国史籍中称之为拂菻）又在地中海东部屹立
了1000年，而其最终的灭亡，源头竟在于唐太宗的一个决定。唐太宗作出打击突厥的决定，对世界历
史的影响更加剧烈与深远，甚至可是说改变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影响在直到今天的国
际政治中依然能够时时被感觉到。唐太宗就成了扇动翅膀的另一只蝴蝶。　　　　为什么欧亚大陆会
有这样的蝴蝶效应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　　关于匈奴人遭到两汉王朝打击之后覆灭西迁
、进入欧洲，搅动并参与了推翻罗马帝国的进程这样一个命题，相信很多人都有所了解。我们在以前
的几次讲座中曾经多次讲到两汉对匈奴的打击，匈奴自从战国以来开始进入中国内地人们的视野，战
国末期的赵国，秦、西汉、东汉都曾对匈奴进行过战争。　　两汉接连对匈奴发动了几次决定性的大
规模的打击。汉武帝时期，匈奴正处在最强盛时代，武帝用卫青、霍去病数次大败匈奴，肃清了在汉
朝边界以北的匈奴势力，打破了匈奴的强盛局面。但是，随着西汉的衰落和王莽时期的出现，汉对匈
奴的力量有所下降，所以在两汉之交，匈奴再次强盛，并且称霸西域，控制了西域很多小国，威胁东
汉的安全。就在这时，由于内斗及发生天灾，匈奴又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向东汉称臣，而经过一
段休养生息的东汉，改变了消极防御的做法，开始对北匈奴发起反击。但是北匈奴控制着许多西域国
家，依然有力量不断入侵东汉西部边界。这样，从汉明帝起，东汉又对匈奴进行了一系列打击，我们
在第一讲“汉唐中国的西域情结”中，讲到了在这种情况下窦固出击匈奴，而班超在西域建功立业的
故事。　　就在班超经营西域的同时，东汉也在正面发兵进攻北匈奴。此时北匈奴看来气数已尽，再
次接连发生内乱，好几个贵族率部降汉，南匈奴也乘机向北匈奴发起攻击，新近兴起的鲜卑人则一举
占领了其故地蒙古高原。　　就在这种情况下，东汉联合南匈奴，对北匈奴发起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等会同南匈奴几支大军分别出击，在涿邪山会合，然
后在稽落山(都在今蒙古国境内) 大破北匈奴，并乘胜穷追，“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
驼百余万头”，出塞3000余里，登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令班固作铭，刻石记功而还。　　乘
此大胜，窦宪于公元91年遣右校尉耿夔等人，在金微山（现阿尔泰山）发动了最后一战，大破北匈奴
部众，取得了彻底胜利，北匈奴单于逃走，不知所在。　　“逃走（逃亡）不知所在”，这六个字是
中国史籍对长达几个世纪的内地与匈奴战争的最后结局的记载。归附了东汉的南匈奴被安置在接近中
原内地的地区，跟中原的其他民族居住在一起，后来趁中原王朝内乱而介入纷争，参与了所谓“五胡
乱华”，在中国历史上写下许多有名的篇章，但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汉民族同化。也有匈奴余部因
为鲜卑占据了他们的故地，不得已也自称鲜卑人，被鲜卑同化。　　那么“逃亡不知所在”的北单于
哪里去了？《后汉书》记载，耿夔大胜后率兵“出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自汉朝
出兵以来从未到过这么远的地方，但是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这就留下了历史悬疑：北单于率领的
匈奴大众，到哪儿去了？　　看看欧洲历史的记载。据古罗马史籍的记载，公元374年左右，也就是窦
宪和耿夔对北匈奴最后一战大约280年后，一支被称做来自亚洲的游牧部落，自东向西渡过伏尔加河和
顿河，进入欧洲东部，进入欧洲人的视线之内⋯⋯　　这是一支什么人、来自何处？罗马人对他们一
无所知，只是将他们称做Huns（匈人）。惊恐慌乱之中，他们记下了对这些凶猛的敌人的印象：　　
这些人不知道“从地球的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地在骤然降临，碰到他们的东西都遭到掠夺破坏
”；　　这些人“身材敦实，手臂粗壮，脑袋大得不成比例⋯⋯”　　这些匈人先是在顿河流域击败
了坚决抵抗的阿兰人，大批战败的阿兰人成了他们的同盟军；接着，匈人驱使着阿兰人一起攻打黑海
北岸的东哥特人，再次获得大胜。随即，他们渡过德涅斯特河向西哥特人发起进攻，早已如惊弓之鸟
的西哥特人也一败涂地，大批渡过多瑙河溃逃到罗马帝国境内。匈人于是长驱直入欧洲腹地，征服北
边的日耳曼部落，夺取匈牙利平原。黑海、多瑙河以北大片肥美的地区都落入匈人手中，于是匈人直
接面对着历史悠久、疆域辽阔、富庶发达的罗马帝国，正如300年前匈奴人面对两汉帝国一样，只是此
时的罗马帝国早已辉煌不再，在内忧外患中一分为二，怎能像正在上升期的两汉帝国一样对外敌进行
有力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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