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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原名《穿越戈壁》（AcrosstheGobiDesert），著者为瑞典著名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
赫定。
斯文·赫定是20世纪最著名的探险家之一，他在中国西部的探险与考察横跨时间长达40余年。
他屡次深入中国的新疆、西藏、内蒙古各地，搜集了大量有关地理、地质、人文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被后人誉为“西域探险之父”。
本书是斯文·赫定撰写的一部有关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国西部探险考
察的纪实游记。
曾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这次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无论在新疆探险史上，还是
在中外合作探险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中国学者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的探险考察中有了自己的地位，并第
一次成功地进行了中外合作的多学科的大型科学考察。
1926年冬天，已经61岁的斯文·赫定来到中国，他带来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
队，准备对中国西北进行新的地理考察。
但考察队还在筹备中，就遭到以北京大学的学者们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的普遍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学者们的意见而与外方做出交涉。
经过近6个月的谈判，达成了如下协议：本次考察由中瑞双方共同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
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双方团长，团员有中方人员10人，欧洲人员17人（瑞典5
人，丹麦1人，德国11人）。
考察内容包括地质学、地磁学、气象学、天文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
考察团采集和挖掘的所有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质样品等都是中国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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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紫禁城到楼兰：斯文·赫定最后一次沙漠探险》是20世纪著名的探险家、地理学家，也是被
后人誉为“西域探险之父”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撰写的一部有关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中国西北
科学考察团在中国西部考察的纪实探险游记。
　　曾发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这次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不论在新疆探险史上还
是在中外合作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中瑞联合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中国学者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的探险考察中有了自己的地
位，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中外合作的多学科的大型科学考察。
　　1926年的冬天，斯文·赫定来到中国，他带来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
但考察还在筹备中，就遭到北京学术界的一致反对。
经过近六个月的谈判，斯文·赫定和北京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就即将进行的考察达成了如下协议：本
次考察由中国瑞典双方共同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
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旭生）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双方团长，团员有中方人员10人，欧洲人员17
人(瑞典5人，丹麦1人，德国11人)。
考察内容包括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
考察团采集和挖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质样品等等，都是中国的财产。
　　1927年5月9日，斯文·赫定和徐炳旭率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离开北平，前往中国西北开始长达7
年的考察活动。
实地考察一直持续至1933年。
　　在《从紫禁城到楼兰——斯文·赫定最后一次沙漠探险》这部探险游记中，斯文·赫定以通俗生
动的笔法记录了1927年—1933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整个考察探险过程，记录了考察路途中许多有
趣和罕见的人文、民俗、地理等景观，以及考察队一路上遭遇和发生的一系列或有趣或悲伤的事件，
给读者栩栩如生描画出了探险考察队的一路所见所闻和所感，呈献给读者许多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的
逸闻趣事。
　　《从紫禁城到楼兰：斯文·赫定最后一次沙漠探险》文笔生动活泼，记事精彩，融通俗性、趣味
性、猎奇性于一体。
同时又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是一本具有较高可读性的探险游记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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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瑞典)斯文·赫定 译者：王鸣野王鸣野，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石油大学人文社科部副教授。
长期从事中亚问题、地区性国际政治问题和中国近代边疆历史地理研究。
曾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边疆史地中心。
近年出版和翻译的主要作品有：《美国的欧亚战略与中南亚五国》、《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
中亚史纲》，《泛突厥主义文化研究》，《列国志：亚美尼亚》、《东突的历史与现状》《西极探险
》等。
有20余篇（部）作品获得中央级、省市级和海外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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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序 第一章 终于离开了 第二章 土匪出没的地方 第三章 蒙古会师 第四章 合众之城 第五章 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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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章 田园牧歌般的营地 第十五章 中国节日和德国信使 第十六章 泛舟额济纳河 第十七章 经由苏泊
淖尔到嘎顺淖尔 第十八章 1号气象站第十九章 沙漠行军和沙暴 第二十章 寒冬腊月 第二十一章 焦虑的
日子 第二十二章 戈壁圣诞 第二十三章 新疆将不会和我们发生任何关系第二十四章 终抵哈密 第二十五
章 经善鄯和吐鲁番前往迪化第二十六章 新疆省主席杨增新 附录：罗布泊，游移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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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躁动不安的过渡时期，这就是我面对的特殊时代。
在北京的静谧的公使馆里，我远距离注视着汉口、上海和南京的变乱，那些将军们之间纷争纠结的混
乱场景一幕幕在我脑海闪过。
此时的我也一直身陷于一个小型风暴的中心，攻击直指探险队——我的计划有被破坏的危险。
终于，我离开的日子到了。
眼下只有探险队的医生戴维·胡莫博士跟随着我，我不知道我们俩谁在5月8日那天干活更多。
除了一起打包外，我还来来往往忙碌着把我的名片送到各公使馆去。
在冬季和春天的那些日子里，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丹麦人和挪威人都对我非常慷慨，我向V
·K.亭博士、W·H.翁博士和格拉堡博士辞行，这最后一位朋友许诺关照我在北京的事情。
最后我与著名的蒙古探险家罗依·查普曼·安德鲁斯在一起待了一个多小时的美好时光，从他那里我
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帮助，当然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卖给了我65匹训练有素的骆驼——他已不再需要这
些牲畜了，由于局势不稳定，他已决定不再在即将到来的夏天去蒙古进行发现之旅了。
胡莫博士和我与瑞典大臣奥斯卡·艾威罗夫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晚上。
艾威罗夫精力充沛、善解人意且机智多谋，从一开始，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需要，他都会说服中国政
府许可我在动荡的年代进行一次伟大的探险。
在最后的几周里，他的练达和忠诚帮助探险队绕过了一系列可能使探险搁浅的暗礁。
现在，我们清除了所有的障碍。
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5月9日早晨探险队的行李被放在德斯瓦根斯一里茨旅馆前面的人行道上。
这些行李要装在银行的汽车上，银行的汽车将会带来我们在旅途中使用的大部分装银两的箱子。
火车在中午11时50分出发，汽车来迟了，因而我们只剩下45分钟了。
汽车停好后行李被放了上去，行李太重，一根弹簧被压断了，于是我们打电话要了别的车。
我提前驰往西直门附近的车站，这里有一群中国人，他们是准备参加这次和平跨越亚洲活动的5名学
者和5名学生，他们大部分是国立大学的教授、董事会的成员以及一个作为我们的协助者的委员会的
成员——在调研过程中该委员会承担的是保护者的角色。
接下来的30分钟令人激动。
火车进站了，拨给我们使用的车厢中满是中国人和他们的行李。
已经是中午12时30分了，站长解释说他只能再等10分钟。
运送银两和旅行包的车还未到达——我不能将所有的钱就交给胡莫一个人去管，我必须留在这儿。
让火车走吧，虽然我很不情愿这样做，北京的报纸将会说在最后一刻不可逾越的障碍横在了我的道路
上。
好在一些送行的朋友许诺说他们会担保将银子送来，所以我同意离开。
忽然，站前的广场上卷起一片尘土，三四辆汽车疾驰而来。
“是胡莫！
”瑞典大臣奥斯卡·艾威罗夫大叫一声。
真是载着银两和行李的车来了，能干的医生胡莫救了我们。
一群苦力上前帮忙将沉重的箱子拖进了车厢，一切安顿就绪后，我们向艾威罗夫和其他朋友挥手作别
，火车也随之向前移动。
“真是谢天谢地。
”我想，“现在终于开始了横越亚洲大地的旅行了。
”北京逐渐消失在我身后，南口如一道天然门廊通向群山。
早先的色彩单调的灰蓝色群山，现在却变得色彩鲜明起来。
铁路在右手通往明陵，在空洞的地下，永乐大帝已在他那令人敬畏的陵墓中安睡了五百多年。
铁路两边是宽阔的冲积平原，村庄、茅屋，还有灰色的院墙点缀其上。
杨柳初长，荫翳渐成。
田野已现绿意，耕地成灰褐色的小块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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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一阵尘暴席卷谷地，周围的一切都被包裹在一层厚厚的雾气之中。
顺着山势蜿蜒而去的古老城墙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车厢中的东西全都遍覆黄尘。
但这并未破坏我们的“假日”心情，不仅是那些中国人，其他人也都很高兴能够离开。
当局拨给我们使用的车厢原来是用来拉牛的，在车厢的中央和两边安置了窄窄的长凳，四边的墙上则
开了一些长方形的窗口。
在欧洲或美洲，从来没有一节车厢如这般肮脏，不过这又算得了什么？
尘土充塞的所在对我更有吸引力。
胡莫和我坐在前面，我们可以在那儿煮茶、做早饭。
紧挨着我们的是3位考古学家，他们很快就会显示出寻找史前村落的高超本领。
另外一组的徐炳昶教授一直在与两个同事谈话。
学生们打开旅行包拿出吃的东西。
另一边，年轻的摄影师匡则试图将狭窄的南口谷地的一段保存完好的长城摄入相机，但他没有成功。
离我们不远处坐着李教授，他身穿西服，面容酷似欧洲人。
他是一个地理学教授，他要求乘坐我们的专用车厢和他的5个学生一起旅行到包头，我们很高兴地接
受了他们。
李教授友善合群，向他的学生和我们介绍谷地的地理状况。
徐教授是探险队中的中方工作人员的领队，他和李教授都是我们早餐和午餐桌上受欢迎的客人。
现在经过的地方我以前也来过。
第二天，火车到达了绥远地区的首府归化城，火车在此停留了20分钟，我们很高兴在此地见到地理学
家艾里克·诺林博士，他正在这里为旅队的中方工作人员购买补给。
火车接着又开动了，一个又一个小时慢慢过去了。
单一而枯燥的平原伸向远方，在那里，巨大的黄河在两道河湾处闪闪发光。
果园里万花竞放，为两边的灰色村庄增添了秀色和妩媚。
极目远眺，北边低矮的阴山一直向西蜿蜒而去。
太阳通过窗口把温暖的光线送了进来，中国人有的沉沉入睡，有的吞云吐雾，有的则不停地喝着他们
带来的茶叶。
置身于这17个中国人之中，我们两个瑞典人则讨论着模糊的、无法预料的将来和我们的伟大计划。
夕阳西下，远处出现了包头的影子。
傍晚7时30分火车停下了，我的8位德籍工作人员已在车站等候，他们当中有我提名做工作人员首领的
赫姆波尔少校和主管天文观测及无线接收设备的霍德博士，还有瑞典考古学家夫克·伯格曼以及翻
译H·苏——他与一个德国人结婚，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
两名警察前来查验证件。
胡莫和另外几个人护送着一辆装着银两的牛车前往去冬租住的一处农舍，其余的人则骑上俊美的骆驼
先行向城里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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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紫禁城到楼兰:斯文·赫定最后一次沙漠探险》：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瑞西北科
学考察团的活动，不论在新疆探险史上还是在中外合作探险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中国学老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的探险考察中有了自己的地位，并第
一次成功地进行了中外合作的多学科的大型科学考察活动。
1926年冬天，已经61岁的斯文·赫定来到中国，这次他带来了～支由瑞典入、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
探险队，准备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新的地理考察。
但考察队还在筹备中，就遭到北京学术界的～致反对。
经过近6个月的谈判，双方达成如下协议：本次考察由中瑞双方共同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北京
大学教务长徐炳昶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双方嗣长，团员有中方人员10人，欧洲人员17人（瑞典5人，
丹麦1人，德国11人）。
考察内容包括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以及民俗学等。
考察网采集和挖掘的所有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质样品等都是中圜的财产。
1927年5月9日，考察团从北京出发，经包头、百灵庙至额济纳河流域，于1928年2月到达迪化，即今乌
鲁木齐。
实地考察持续至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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