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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区域史研究中，西北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推动中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必须加强区域史的研究；而要提高区域史研究的水平，也必须充分吸
纳通史研究的成果。
只有如此，方能丰富中国史研究的内容，推动中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从亚洲腹地刊欧洲是指葱岭（帕米尔）以西中国境外横穿中亚、西亚直至地中海域以达欧洲即丝绸
之路的西段。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里的民族、国家曾发生过频繁更迭，而这种更迭对这一区域乃至世界的文化、经
济、宗教等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本书是“西北史研究丛书”之一，全书共分15个章节，主要对丝路西段的历史作了研究讨论，具体内
容包括印欧语系人的迁徙之路、波斯人沿丝路西段的大远征、阿拉伯帝国与丝路西段、帖木儿帝国与
丝路西段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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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朝时期的东西交流第十三章 帖木儿帝国与丝路西段　一、帖木儿帝国的建立　二、克拉维约沿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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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1：波斯帝国及安息、萨珊王朝图　图Ⅵ-1：马其顿东侵及其后的西亚和北非　图Ⅶ-1：张骞通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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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天青石贸易之路研究丝路西段的历史，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东西交流始于何时。
中国史籍一般记载：始于西汉武帝时的“张骞凿空”（公元前2世纪）。
然而，众所周知，张骞初到大夏时就已见到今四川出产的产品“邛竹杖、蜀布”。
说明在张骞初到中亚阿姆河流域之前，中国内地与中亚之间的商货贸易就已存在；前苏联考古成果业
已证明，在今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古墓群中，早在公元前5世纪时，已葬有大量的中
国丝织品；此时中国丝绸亦贩售于波斯帝国的市场上。
因此，目前几乎无人相信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与西方各国不存在间接的交通和贸易关系了。
然而，在公元2002年12月西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上，学者们所说的东西交流
始于距今5000年前，主要指草原之路；至于本书所研究的“从亚洲腹地到欧洲”的绿洲之路，尚举证
不多。
若不仅仅限于在丝路西段上贩运丝绸，而将互通有无的物资扩大到诸如天青石等各种产品，那么，这
条辗转相通的绿洲商路亦应提前3000余年。
我们暂时将之命名为“天青石贸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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