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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科文组织在其《组织法》中宣布的目标之一，便是“发展及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手段，并借此
种手段之运用促成相互了解，达到对彼此之生活有一更真实、更全面认识之目的”。
1968年出版的《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是教科文组织早期的一项重大举措，旨在大力宣扬世界各国人
民对人类历史的特殊贡献，加强他们对集体命运的意识。
这部世界性的历史巨著目前正在进行重大修改，而紧接其后则是一系列区域性出版项目，其中包括《
非洲通史》以及尚处于计划阶段的关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论述伊斯兰文化方面的史学著作。
目前推出的《中亚文明史》也是这一扩大的出版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教科文组织将中亚列为这套区域性史学著作的第二部，是恰当的。
因为，中亚地区与非洲一样，其文化遗产往往不能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主要焦点。
但是自远古时代起，该地区就是欧亚大陆人口流动的发生地。
尤其是古代和中世纪世界，其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里海到蒙古高原这片广大地区延续不
断源自草原、沙漠、绿洲和山区的各族人民。
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提到的基密里安人，希罗多德描述的斯基泰人，因其不断进犯而迫使中国皇
帝修筑长城的匈奴，公元6世纪将其帝国扩大到拜占庭边界的突厥人，古代中国声名远扬的契丹人，
一直到13世纪突然出现在世界历史中的成吉思汗统治的蒙古人，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共同为欧亚两大
文明界定了范围，考验了其勇气和耐力。
仅仅用游牧民族的文化来认定中亚各族人民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就忽略了中亚地区内部游牧与定居之
间、畜牧者与务农者之间复杂的共生现象。
而最主要的是忽略了中亚地区一些大城市的出现，如撒麻耳干、布哈拉和希瓦，它们都建于中世纪晚
期，后成为智力探索和艺术创造的杰出中心。
哲学家兼科学家阿维森纳（布哈拉人）的重要著作以及帖木儿王朝那些永不过时的建筑艺术精品，集
中体现了中亚地区草原和沙漠上中世纪文化的繁荣昌盛。
中亚文明当然不是从虚无中发展而成，伊斯兰的影响无处不在，且根深蒂固。
欧亚大陆周边的伟大文明也对这片土地产生过重要影响。
在大约1500年的时间内，这片贫瘠的内陆之海——远离地球上真正的海洋——一直是沟通中国、印度
、伊朗和欧洲的商路（主要是丝绸）和思想之路的关键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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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卷本《中亚文明史》是全面描述中亚文明这一重大主题的首次尝试。
出版这套史书与教科文组织的宗旨完全吻合，该组织一个著名的国际专家小组多年来协同合作，已经
进行了有关的基础研究，力图向更多的公众介绍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这一辽阔区域的文明史实。
    六卷本《中亚文明史》将揭示中亚地区从文明之初到当今时代各种文化的兴盛和衰亡。
该地区只有很少一些地名，如撒马尔罕、布哈拉或希瓦，是公众所熟悉的；如今一些知名的专家通过
此书为我们揭开了帷幕，显示了中亚文明更加丰富多彩的一面。
从一个大的范围讲，古代和中古世界史就是由欧亚腹地各族人民的迁徒而形成的，迁徒的范围从西部
的黑海一直延伸到东部的中国本土边境。
    《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上)述及中亚的王朝史、政治史和军事史。
第四卷(下)则涉足这一广大地区各族人民的文化成就：手工艺、语言、书写文字、文学、建筑，音乐
、科学、医学和技术。
中亚腹地的大草原、沙漠和森林的边界在公元750～1500年期间一直变化不定。
起初，伊斯兰的宗教信仰和伊斯兰文化不得不与中亚更早确立的宗教信仰相竞争，如袄教、摩尼教、
基督教和佛教。
四百多年来，伊斯兰教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其向东北方向的扩展则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14和15世纪期间，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在阿姆河及其以北地区压倒所有对手，占据了统治地位，
并在印度西北及印度次大陆南部地区站稳了脚跟。
历史上因此出现了一个独特的时期，思想及物质文化各方面以中亚作为媒介得到交流。
西方和南方、近东、伊朗世界以及印度的宗教信仰，对更远的东方和北方地区产生了影响。
与此传播方向相反，商业、高度熟练的工艺(如制陶技术)和技术成果(如丝绸生产和木版水印)则由中
国传到伊斯兰世界，转而传入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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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计划说明编写《中亚文明史》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名单供稿者名单名称的转写和体例说明导言第
一章  教育的发展：私塾、默得儿塞、科学与教育学第二章  宗教与宗教运动第三章  有关先知言行的作
品及其辑录，有关“圣训”的注释及教义学第四章  法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第五章  哲学、逻辑学与宇
宙学第六章  数学第七章  天文学、占星术、观象台及历法第八章  测地学、地质学与矿物学，地理学与
制图学，横贯中亚的丝绸之路第九章  炼金术、化学、药理学与制药学第十章  物理学与力学，土木工
程与水利工程，工业加工与制造，手工业活动第十一章  中亚的自然生物与人工环境第十二章  医学与
兽医学第十三章  语言状况与文字第十四章  语言文字学第十五章  口头传承与文学遗产第十六章  艺术
与工艺第十七章  书本装帧艺术与绘画第十八章  城市的发展与建筑第十九章  音乐与音乐学，戏剧与舞
蹈结论地图参考书目词汇表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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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马图里地和马图里地派马图里地及其教义学我们所拥有的有关撒麻耳干的主要教义学家马图里
地（逝于944年）的传记资料非常少，出于他本人之手的著作我们只有两部：他对《古兰经》所作的注
释（参见前文）及《一神论》（Kitdb al-Tawhid）。
后一部书的目的是将伊斯兰教的教义学作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结构呈献出来，而且是基于无懈可击的论
点之上。
该书划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作者在讨论了自己的知识原理之后，涉及到真主：创世、真主本身、天启与真神的行为。
第二部分谈及人和人的行为：人类作为、罪过与信仰。
在开始时，也许会注意到马图里地并没有发展起一种系统的有关存在的观念，甚至似乎在某种程度上
，对这一特定的思想原则更加细微的变化有些不感兴趣。
相反，他对于一切存在都是由“偶然”构成的这一事实的执著，很可能是针对二元论思想家（特别是
摩尼教）的一种反应，这些人中有不少当时还能在撒麻耳干找到，而且他们认为世界是由“实体”组
成的。
与其他逊尼派倾向的思想家们，特别是阿沙里派相反，马图里地宣示真主的理性知识的可能性，而且
在这方面他的立场很接近穆尔太齐赖派。
他不计任何代价，坚持反对从中推论出在造物主与被创造物之间任何一种存在形式的类似物。
关于真主的唯一神性，应当说马图里地比其他教义学家更强调真主之名的唯一，特别坚持真主的唯一
性不能与算术中的数字1相混淆；这样卓越的、最高原则的不可比拟特性的代表，如今已经可以在新
柏拉图主义者中找到。
至于神圣属性的教义，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哈乃斐派教义学家们认为真主是有属性的，例如他的知识，
他的能力，但这些都是独立的实体，与真主的存在并不等同。
这些属性与人类中通行的同名属性是不同的，但是不能通过寓言式的解释来剥去其意义；不管这些属
性是属于真主的实体或是真主的行为，它们是永恒的。
马图里地不仅同意与由穆尔太齐赖派教义学所维护的原则相矛盾的这三大基本原则，而且还通过争论
为它们提供了基础。
虽然马图里地承认相信死后乐见（ru'ya，阿拉伯语，意为“眼见”或“梦境”——译者注）真主的教
义，但他并不考虑将此等同于通过目视可理解的“亦得刺黑”（idrak“理解”，或“抓住”，阿拉伯
语词汇dark“意识”、“意念”、“领会”的复数——译者注），因为目视存在于“理解一物的限度
”之中，但这一点是不包括真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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