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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亚通史——现代卷》　　作为广义中亚地区核心部分的中亚五国，在本书叙述的年代(1914-1991
年)不是作为独立的国家而存在，而是首先作为帝俄的属地，后来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而出现的，所
以准确地说，中亚现代史实际上是一个大国内部的地域史。
　《中亚通史——现代卷》　《中亚通史——近代卷》　《中亚通史——古代卷　上》　《中亚通史
——古代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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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亚通史——现代卷》序言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亚的影响  第一节　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的
中亚概况  第二节　大战对中亚的影响和1916年民族暴动第二章　1917年俄国革命时期的中亚  第一节
　二月革命和中亚民族运动  第二节　十月革命和中亚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第三节　中亚苏维埃政权的
初步巩固第三章　中亚的内战  第一节　中亚反苏维埃政权白卫势力的覆灭  第二节　希瓦(花刺子模)
革命和布哈拉革命  第三节　巴斯马奇运动的兴亡第四章　中亚的经济社会改造和民族国家的组建  第
一节　中亚的土地改革和新经济政策  第二节　民族国家划界和各民族共和国的建立  第三节　中亚农
业集体化运动和工业化建设的开始第五章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的中亚  第一节　中亚工业化建
设高潮和政治清洗  第二节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中亚第六章　　1914—945年苏联中亚与邻国的关系  
第一节　中亚与阿富汗的关系  第二节　中亚与杨增新统治下的中国新疆的关系  第三节　中亚与盛世
才统治下的中国新疆的关系第七章　1945—964年的中亚  第一节　斯大林晚年时期的中亚  第二节　赫
鲁晓夫执政时期中亚的政治状况  第三节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亚的经济发展第八章　勃列日涅夫执
政时期的中亚  第一节　中亚党政机构的膨胀和干部问题  第二节　中亚的民族状况和民族纠纷  第三节
　中亚的经济建设成就和问题第九章　全面改革和苏联解体时期的中亚  第一节　全面改革的启动和
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  第二节　中亚政治体制改革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第三节　苏联走向解体和中
亚各国的独立第十章　战后中亚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  第一节　中亚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新疆的
关系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中亚与中国新疆的关系  第三节　苏联及其中亚地区与阿富汗的关系大事
年表主要参考书目后记《中亚通史——近代卷》《中亚通史——古代卷　上》《中亚通史——古代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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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希瓦汗国先建都于乌尔根齐，后迁都于希瓦城，故得名为希瓦汗国。
其主要境域是在阿姆河下游的花刺子模三角洲。
花刺子模绿洲隔沙漠与呼罗珊、里海相望，北至于咸海，东则以沙漠与布哈拉汗国相接。
其地位犹如孤岛，故在历史上常处于独立状态。
关于希瓦汗国的主要史料，是17世纪时希瓦汗国的阿布哈齐汗所著的《突厥世系》①。
据此书所述，花刺子模地区原来是赫拉特帖木儿后王速檀?忽辛·拜哈拉的属地。
乌兹别克的昔班尼汗扫灭速檀·忽辛诸子，于1505年攻克希瓦，即派员接管乌尔根齐。
1510年，昔班尼汗在谋夫对波斯沙·伊斯迈耳的作战中阵亡，所派驻乌尔根齐的长官弃城而逃，其地
遂并归波斯。
沙·伊斯迈耳派了三个官员来花刺子模，一人管治希瓦与哈扎拉斯普，一人管治首府乌尔根齐，另一
人管治维济尔（Vesir）。
其中，乌尔根齐长官速檀·库里和维济尔长官拉赫曼·库里，是属于阿拉伯血统的两兄弟。
后者在到任时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维济尔城的领袖人物，并各赐锦袍一袭，惟有该城的宗教法官奥马
尔拒不赴宴。
宴会的第二天，奥马尔私下邀集三四位曾出席宴会的主要人士，向他们解释说，沙·伊斯迈耳信奉的
是异教（指什叶派的伊斯兰教），他们一旦在花刺子模得势，将会迫害并强制当地的逊尼派教民改变
信仰，花刺子模面临浩劫。
维济尔城的显贵们闻之大惊失色，就考虑寻找一个出身高贵的人任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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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民·聪明文库:中亚通史(四卷本)(套装共4册)》：中亚地区由于处在东西交通和商路必经之地，遂
成为“丝绸之路”的中枢。
所谓“丝绸之路”，实即沟通东西方的商路，只是因为丝绸在古代东西方贸易中为商货之大宗，才有
此称。
而处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各国，也往往为了争夺东西方商贸之利。
特别是为了争夺对丝绸贸易的垄断权而发生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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