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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史》

前言

自四卷本的《中亚通史》在2004年出版以来，有许多读者提出，希望有一部较简明的中亚史，以使人
们能用较少的时间了解中亚历史和现状的全貌。这说明，在目前的国际形势和中亚地区显得日益重要
的情况下，特别因为“上海合作组织”近来颇受注目，我国关心中亚的人多起来了。这种关心无疑是
出于我国人民的爱国传统，人们想要了解的我以为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历史上中亚与我国的关系，
二是历史上我国的国防与对外交通，三是当前我国的安全环境，四是我国西疆的稳定。应当说，我国
与中亚的关系是相当悠久的，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积极寻求对外国，也包括对中亚地区的了解，这
种了解可说与中外关系一样久远。早在公元前138年，中国最早的外交家张骞就曾经给我们带回了许多
关于中亚的信息。司马迁根据这些信息写成《史记·大宛传》，后来班固又据此和他掌握的新材料写
成《汉书·西域传》，这便成为我国历代正史《西域传》的样本和中亚史的重要史料。只是到了唐末
伊斯兰教传人，并在其后数百年中使中亚地区逐渐伊斯兰化以后，我国除元朝以外的诸王朝由于势力
不及，语言的不通与文化的不同，才对该地区接触渐少，了解渐稀。到了近代，英俄等国在那里竞争
角逐，征服相继，清朝虽然在乾隆年间统一了新疆，但对中亚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在古代，中国人
之所以甚欲了解西域，并在正史中作传，是由于那时的对外交通渠道主要要经过欧亚大陆，而外来的
威胁也主要来自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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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史》

内容概要

《中亚史》讲了中亚地区处在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而言，任何一个欧亚大陆国
家，只要占据中亚，就可达到如下多重的战略目的，向北可以遏制俄国，向东可以挟制中国，向南可
以威胁伊朗和控制印巴，向西可到达中东以控制红海和地中海，也可经黑海直抵欧洲，从而扼欧、亚
、非三洲的交通咽喉。故当代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把中亚称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从
战略资源方面看，现在全世界都面临能源短缺的问题，而中亚各国却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以及
各种矿藏，是能源和矿产的“聚宝盆”。这使得中亚地区日益变成一个具有重大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
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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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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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史》

章节摘录

插图：一些绿洲地区的居民即所谓萨喀人所说的语言，同斯基泰语是差不多的。希腊地理家斯特拉波
曾指出，花剌子模人是属于玛撒该塔伊人和萨喀人的一部分，又说索格底亚那人与巴克特里亚人在生
活习俗上同游牧人很少有区别。他还说明：米底人、波斯人、巴克特里亚人、索格底亚那人等所说的
语言都是一样的，鲜有区别。司马迁的《史记·大宛传》也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
然大同俗，相知言”。中西史料说法一致，表明中亚各地农牧民说着不同的伊朗语方言，可以互相了
解。公元前七八世纪时欧亚大陆曾发生民族西迁，我国学者杨宪益认为，这与中国史料记载的秦穆公
（公元前659-前621年）进攻西戎有关。这一民族迁移的运动，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也有反映。希腊史
料讲道，是斯基泰人将钦麦尔人逐出南俄草原，迫使他们取道高加索南下的。在亚述国王萨尔恭二世
（公元前722-前705年）统治时，斯基泰人追逐着奇姆美利亚人，出现在高加索以南的乌米亚湖，并在
公元前七世纪末完全取代后者而占据了南俄草原。到公元前七世纪时，斯基泰人即控制了西到多瑙河
口的广大地区。希罗多德说，伊赛多涅斯人被阿里玛斯波伊人赶出了自己的国土，斯基泰人又被伊赛
多涅斯人所驱逐，而居住在南海（指黑海）之滨的奇姆美利亚人又因斯基泰人的侵逼而离开了自己的
国土。他又在另一处说，居住在亚细亚的游牧的斯基泰人在玛撒该塔伊人的压力下，越过了阿拉克塞
斯河，逃到了奇姆美利亚人的国土中去，因为斯基泰人现在居住的地方据说一向是奇姆美利亚人的土
地。斯基泰人由于追踪奇姆美利亚人而侵入了亚细亚（伊朗西北），并灭亡了米底帝国。杨宪益认为
，最初促使阿里玛斯波伊人西攻的就是秦国的击逐西戎。这里不仅是部族之间的斗争和迁徙，而且有
游牧民对农业地区进行掠夺的原因起作用。中亚北部的游牧民，像后来一样，常常对南部的农业地区
发动进攻，以夺取游牧地区需要的产品。农业地区往往无能力进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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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史》

编辑推荐

《中亚史》：地区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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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史》

精彩短评

1、了解我们的周边，爱我们的祖国。
2、对中世纪的中亚史比苏联时候的中亚史介绍更详细
3、速度十分给力，晚上下单第二天就到了，但是其中的中亚史有明显库存痕迹，封面很旧，一开始
反映不过来以为是旧书了
4、好书，正版，送货快
5、像教科书。
6、活动低价时买的，赚到了
7、很好，内容很详细，而且介绍很全面，出版时间也很近
8、对了解中亚历史很有帮助
9、这是作者4卷本中亚通史的简写本,比较流畅,读起来很轻松,是了解中亚历史的一本很好的入门之作!
10、对中亚的历史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
11、从21世纪开始，中亚的石油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才是影响中亚的最大外力。
这本书只说了中亚的过去。实际上，在苏联解体后，中亚和以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区：以前不是中
俄美的竞争场所，现在是了；以前没有发现石油，现在有了，而且自02年开始油价进入上升周期，中
亚完全又是另外一码事了。
推荐看另外的书，《大棋局》、《中俄美在中亚》，结合来看，就知道中亚的未来了。
12、四卷压成一卷，信息量颇大，看古代人名已经看到脑死了，而且地图太少太少太少了⋯⋯苏维埃
一章以后，感觉作者的立场和文风都摇摇摆摆，很是违和，还是去看原本四卷为妙。
13、还不错，只是为篇幅所限，稍显简略。如展开阅读，可读一读四卷本的《中亚通史》。
14、曾经的西域故地，了解一个精彩的中亚历史。
15、最强的帝国才能拥有中亚。每当电视上看到中亚国家的领导人长着和我们一样的面孔，但是名字
却叫XX斯基或者XX夫时，就想起唐和汉。
16、作为4卷本的简本，作为入门书是不错的，如果古代部分篇幅再多一点就更好了
17、这本书讲述了中亚地区的历史，虽然我觉得对十月革命这部分篇幅有些多，但不了解这时期的事
情，就无法知道中亚的现状。
对于中国西域的历史，还是应该从整个中亚去了解才行。对于一般的读者，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都是
不错的。
18、品像没上次买的好⋯
19、书还是便宜
20、苏联侵略史。
21、古代史部分还不错，近代史部分就只能“呵呵”了。整本书详略的确不当。
22、还不错 就是有点过于细了 主次不轻 菜鸟读来微晕
23、儿子喜欢的书，刚收到还没看。
24、对于了解西部的历史和现实还是很有帮助的
25、毕竟是专业历史的书籍，读起来也没有太多的趣味，但是条理清楚，资料也好
26、很不错的一本书，讲述了中亚这个地理区域从石器时代一直到当代的发展历程，中间统治过中亚
的每一个政权都有简单明了的介绍，让人对中亚历史的变迁了解得十分清楚，再配合最后的地图和年
表，让人看书不至于不知所云。当然，缺点也是有的，比如翻译的问题，将“巴利文”翻译成“巴厘
文”也是够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巴厘岛上的文字呢！还有就是对于现代的历史描述中加入了太多的
政治倾向，不太符合治史的精神，而且对于我国新疆与中亚有关的历史采取回避态度，所以有些历史
事件显得很模糊。除此之外，这真的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区域史，当然，这也是归功于中亚本身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就是分裂的，所以看起来不会像其他区域史那样分裂，反而给人一种大历史观的感觉，非
常不错，推荐！
27、篇幅适中，实在没精力看完作者的《中亚通史》，这本正好。
28、书中包括了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中亚五国，也
包含了一点阿富汗，读这书，对我国新疆目前局势的形成，就会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感谢那些默默研
究的学者，一本书，就可以让我们补齐历史中缺失的短板，想想那些坚持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成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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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史》

在一堆听的都心慌的“斯坦”中，真不容易。但也很重要，不管那地区是否是热点地区！书本身装帧
印刷俱可！
29、算是中规中矩的历史学著作，语言虽略显陈旧，但若静下心也还是能读得下去的
30、四卷本中亚通史的简写版，中亚本来就乱，这缩写的通史看起来就更乱了，专有名词更乱的飞起
，比如作者不会阿拉伯语，ibn就各种乱翻⋯⋯而且地图非常少。最多最多只能给三星了。
31、最近对中亚感兴趣
32、大体不错，但回避南疆历史。
33、粗翻一遍，对我已足够详细
34、这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地区史总共4本
35、书是好书，貌似是正品，就尼玛物流坑爹，第一次见这样的
36、知古知今，了解历史，书中插图不是彩板，甚是遗憾
37、内容以介绍性文字为主，没有艰深的理论分析，通俗易懂，对了解中亚社会、历史和政治很有帮
助，但书中地图太少。一边看书一边翻地图册很不方便，建议再版时增加一些地图。
38、可以弥补大学历史教学中对地区史教学的空白
39、很喜欢，了解一块儿神秘的地方。
40、梳理得挺清楚的。但是地图太少，经常看的一头雾水。以及⋯⋯名字真心记不住啊orz
41、资料书，但作者真的写得很好，赞一个。
42、这本书一直想买，希望多出这样的书
43、内容详细，但有些凌乱，全局感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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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史》

精彩书评

1、着迷丝路的盆友们有福了，这个书看上去还不错，就是地图少了点，要记住药杀水、吐火逻、巴
特克里亚这些地方还真不容易。历史科普类读物，看到老毛子把中亚汗国一个又一个吞掉，真TMD心
疼，中国咋就那么爱好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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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史》

章节试读

1、《中亚史》的笔记-第17页

        “对水利的垄断是政府榨取财富的手段”
跟魏特夫一个视角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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