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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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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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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三洲的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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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全世界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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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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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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亚史》：地区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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