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

13位ISBN编号：9787805865140

10位ISBN编号：7805865140

出版时间：1999-4

出版时间：云南美术出版社

作者：约瑟夫·洛克

页数：157

译者：刘宗岳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

内容概要

这部现在公诸于众的著作是作者研究中国西部的系列著作之一。
它叙述的是云南西北部、西康、西藏和四川西南部的纳西人（汉人称之为麽些）所居住的地区。
严格地说，已有人对这些地区进行了地理学的探险考察，但这一带的一些区域还包括一些很少为人所
知，顶多只有两三个欧洲人（包括笔者在内）考察过的地方，如四川西南部的五所等。
    本书中的历史部分基于很多汉文原书，很难一一列举。
在书中的注释和所附的引文出处中，读者可以看到本书所引译的汉文史书，也许这难以完全满足读者
的愿望，但对那些熟悉中国地理和历史文献的读者来说，要找到这些史书是不难的。
当然，书中所引述到的很多地方志书，可能在我的个人藏书中才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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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884年洛克生於維也納一個僕人的家庭，他6歲喪母，13歲開始自學漢語，18歲開始在歐洲各地流浪，
隨後又在北美和加勒比海等地漂泊，1907年他到了夏威夷，在不到12年的時間裡，自學成才的他從夏
威夷森林與國土部門的一個植物採集員成為一個一流的植物學家，並在夏威夷大學任植物學教授。
此外，這個怪才還精通匈牙利語、法語、拉丁語、希臘語和漢語等語言。

1922年2月洛克受美國農業部派遣，來中國雲南尋找抗病毒的栗子樹種。
這是他渴望已久的第一次中國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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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他们自己没有武器，只好跑到山里躲藏逃命。
　　他们归中甸的县长管理，中甸县城是个纯粹的藏人城镇，县城的官员往往一听到北面部落民将进
攻中甸的消息就闻风而逃。
这些部落民不但蹂躏中甸、北地及其周围地区，而且还常常跨过金沙江进攻丽江。
如1922年放火烧打鼓（大具）的时候，杀了很多人。
女孩们怕落在他们手里，因此躲到树上，但这些部落民像打鸟一样地把她们用枪一个个打下来。
这之后不久我去访问打鼓，我看到的景象真可怕：很多女孩断手残足，溃烂得没有希望治愈。
1933年，这些部落民又来了，但他们只是满足于占领中甸相当长的时间。
并从那里向各地进攻。
　　现在北地地方的管理者称为把总.除北地外，也管理南面他自己的区域哈巴。
这个把总姓杨，是个回族，他的祖先原是从山西迁来的，先住在大理，后在公元1856年的回民暴动期
间逃来中匈。
他归桥头的千总统辖，千总也姓杨，但他们没有亲属关系。
两个职务都是世袭，千总直辖于中甸县长，但县长常常不在。
哈巴的杨把总是个混血儿，父为回族，母为藏人，他父亲在部落民侵袭哈巴等地时被杀。
不幸的是这位杨把总缺乏管理这个区域的才能，那些农民很可怜，他们在困难中要向这样一个人请求
救助能有什么用？
县长也是不可能留在那里或在那里维持秩序的，除非他有大量的正规部队保护他，现有的几个民兵，
有几支老式的生锈的步枪和一些不合口径的子弹，完全不能防御那些通常装备很好的部落民。
　　奇怪的是，这些部落民往往是为住在四川宁远府的政府军将军们所装备，他们名义上是在这些政
府军将军们的管辖之下。
这些将领主要是为钱，把他们的旧枪卖给开价最高的人，一般是卖给云南西北地区的部落民。
1931年当我过永宁时，这个好总管（这人不幸已经死去，这对他的领地来说是一大不幸）曾向我沉痛
地抱怨，那些宁远将军们把武器卖给强悍的山区部落民。
他们事实上是将这些藏人请来，卖给他们多余的或旧的步枪，给他们护照，甚至还派军队护送他们，
防止途中被干扰。
木里王不愿他们通过他的区域。
但因为他们有宁远将军们的护照，不能拒绝他们，因为木里王也是受宁远将军们管辖的。
　　1929年，四川雅砻江边窿里的陈总办抓沿途农民为之运输大量枪械。
运往云南永宁，谁有钱都可以买，每支枪连同25发子弹要卖100银元以上。
永宁的统治者为了不使这批枪弹落到这些部落民手里，只得尽他们财力所及，把这批枪械买下来。
当陈总办和他的随员从永宁准备去丽江出卖剩余枪械的时候，贡嘎岭的山民知道了这个消息，奔到永
宁跟踪追赶，在南面一个村庄包抄上去，展开攻击想截住这批武器。
陈总办带着一些四川兵还击抵抗，不断射击，用完了准备要卖的所有子弹。
贡嘎岭山民在撤退途中，发现一个乡城（Hsiang-cheng）人的马帮驮队从丽江回来，便向它进攻。
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武器的农民是真正难以生存的！
　　从云南来，在南面有3条路可通哈巴和北地，但不论走那条路，要进入这个区域都必须跨过金沙
江。
过去到这个区域最快的路是从丽江北面的打鼓进去，有两站路。
过去那里有摆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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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这部现在公诸于众的著作是我研究中国西部的系列著作之一。
它叙述的是云南西北部、西康、西藏和四川西南部的纳西人(汉人称之为麽些)所居住的地区。
严格地说，已有人对这些地区进行了地理学的探险考察，但这一带的一些区域还包括一些很少为人所
知，顶多只有两三个欧洲人(包括笔者在内)考察过的地方，如四川西南部的五所等。
　　大多数探险者满足于对特定地区作匆匆忙忙的勘察，他们大都想在自己能支配的有限时间内尽可
能地对较广的地区进行了解。
而笔者则非如此。
我花了12年的时间对云南、西康和与此毗连的纳西人居住区域进行了全面考察。
最初是作为华盛顿美国农业部的农业勘察员，接着是作为华盛顿美国国家地理协会探险队的成员到这
些地区考察；最后当我自己能全力以赴地从事纳西部落以及他们的文献、他们的居住区域的研究时，
我进行了个人的独立考察。
　　在动手写这本书之前，我首先花大部分节约下来的经费进行资料收集工作，首先收集关于中国西
部的中国文献，然后收集所有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有关这些区域的出版物。
我收集到各种各样不仅仅包括中国西部省份，而且包括了中国18个省份和附属地区的“通志”，购买
到自明代以来迄今中国官方出版的云南、四川、甘肃、西藏所有县、州、厅的地名志书。
由于持续几近25年的镇压回民暴动引发的战争，使很多地区收藏在衙门中的木版印刷物和志书版本被
烧毁，因此，这些中国西部地区的地名志书已经十分稀少，在各个西部省份已经很难获得。
我在中国故宫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抄录到一些地方志书的孤本；收藏中国地方志书颇丰的上海徐家汇
天主堂图书馆也准许我抄录一些稀有珍贵的藏书。
因此，我自己的藏书中有很多在亚洲、欧洲和美洲各个图书馆中所没有的孤本图书。
　　当我住在过去纳西王国的首府丽江之时，我获得了所有重要的碑文拓片，拍摄了纳西首领的家谱
和珍贵的手稿，以及可以追溯到唐代和宋代的祖传遗物。
此外，我还收集了4000多本纳西象形文手稿(即东巴经——译者)。
其中的许多手稿具有历史价值，其它不少手稿是纳西人的宗教文献，它们与西藏佛教前的本教有关。
　　我对汉文的偏爱使我在15岁时就开始学习汉字。
继而使我产生了对中国广袤的偏远地区进行探险，身历其境探索它的历史和地理的渴望。
我对汉字的爱好也促使我学习古代纳西语言文字，虽然它们现在已不再使用，但保留在象形文文献中
，使其秘密终究能披露于世。
我曾经步行和骑马，从暹罗(泰国之旧称一一译者)起一直行进到蒙古西南部；同时，我也走遍了纳西
人的居住地。
有了上述种种条件，我开始了探索这个迷人而神奇的古国历史的艰巨工作。
　　当我在这部书中描述纳西人的领域时，逝去的一切又一幕幕重现在我的眼前：那么多美丽绝伦的
自然景观，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奇妙森林和鲜花，那些友好的部落，那些风雨跋涉的年月和那些伴随我
走过漫漫旅途、结下深厚友谊的纳西朋友，都将永远铭记在我一生最幸福的回忆中。
　　我不仅由衷感激使我的探险考察得以实现的各个机构，而且也深深感激那些真挚诚实的纳西人，
他们始终是那样勇敢无畏，真诚可靠。
他们是我探险考察得以成功的保障。
　　这部书中的历史部分基于很多汉文原书，很难一一列举。
在书中的注释和所附的引文出处中，读者可以看到本书所引译的汉文史书，也许这难以完全满足读者
的愿望，但对那些熟悉中国地理和历史文献的读者来说，要找到这些史书是不难的。
当然，书中所引述到的很多地方志书，可能在我的个人藏书中才能找到。
　　书中的图片是我所拍摄的，这些照片的拍摄主要得到了华盛顿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资助，我在这
里真诚地感谢该学会允许我在书中使用这些照片；另外一些图片是我在这些地区进行个人考察时拍摄
的。
　　如果此书有失误之处，我祈求读者的宽容，祈求那些会翻阅到拙著的汉学家和我的许多中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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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宽容，我不会拒绝任何建设性的批评，而是真心地企盼着这样的批评。
这本书是在艰难的环境中产生的，我最早在1934年就着手写作此书，当时做梦也没想到日后会有那么
多的干扰，直到12年多之后才得以最后完成。
　　我曾两次撤离云南。
一次是当中国红军进入云南时，我将自己的全部图书搬到了印度支那半岛边境。
当日军的轰炸机入侵昆明时，我再次收拾行装撤离，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人带来的死亡和破坏。
为防止我的图书可能遭到破坏，我迁移到印度支那的大叨(Dalat)，在那里住了一年半之后，我又不得
不收拾行李，将我的图书搬到夏威夷。
这屡次的干扰和日甚一日的忙乱造成工作的延误，是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经历。
　　我衷心向哈佛大学燕京学院董事会和院长瑟奇·埃利泽夫(Serge Elisseeff)教授表示感谢，出版此书
得到了他的批准；我也向美国军队地图服务社表示感谢，本书所附的地图和地名的印制得到了他们的
帮助。
　　我于1944—1945年作为美军地图服务社的顾问，有机会修正关于中国西部包括西藏东部的航空地
图、查核中国边境的地图原本、后者是极不完善的；地图上标志的很多汉字地名与当地所用的名称大
相迥异，地形地貌的描述更不可靠，形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到边地考察的不易，通讯条件的缺乏
，部分原因也由于当地一些民众对外国人怀有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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