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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六卷本《中亚文明史》是全面描述中亚文明这一重大主题的首次尝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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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是当地人）通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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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中亚文明史》第三卷论述的年代从公元三世纪直到八世纪。在这一时期，各种政治事
件，交战的王朝和民族运动相互交织，形成一幅纷繁的画面，而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动
乱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个时代产生了萨珊伊郎（224-651年）和中国唐朝（618-907年
）等强盛的帝国，其他许多较小的领地和国家也纷纷建立。游牧民族掀起了移民浪潮，
草原帝国（勾奴、口厌哒、突厥等）的出现不仅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留下印迹，还常常
向定居区域蔓延，在定居人口中增加了新的民族成分。这种多民族共存的社会在道教、
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萨满教等伟大的宗教传统中扎下了根。
阿拉伯人在征服伊朗和中亚后，将伊斯兰教带入东方。中亚大部分地区呈现伊斯兰化，
根本改变着生活的各个方面。拥有灿烂文明的萨珊伊朗、印度、花刺子模和索格底亚那
以及新疆绿洲国家与其他地区开展了广泛的商贸交流。丝绸之路及其他商路进行的广泛
货物流动，自然也伴随着艺术与科学的交流，以及各种思想和文化的互动。因此，这一
时期艺术和智力的创新空前繁荣，出现了伟大的科学和文学作品。宗教与世俗艺术共同
昌盛，创造出辉煌的杰作。这一地区从公元三世纪至八世纪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同
时，对世界文明以及世界文化和科学遗产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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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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教科文组织第十九届大会（内罗毕，1976年10—11月）通过决议，授权总干事开展一系
列旨在促进了解和尊重文化特性的活动，其中包括一项新的计划，即编写《中亚文明史
》。1966年11月召开的第十四届大会曾批准一项有关对中亚地区进行研究的实验计划，
目前实施这项新计划便是顺理成章的。



开展实验计划的目的，正如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计划所规定的，是通过对生活在中亚地区
的各族人民的考古、历史、语言和文学的研究，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文明。在初期阶段，
参加的会员国包括阿富汗、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和前苏联。后来，蒙古和中国也加入
了教科文组织中亚计划，[1]从而将蒙古和中国西域文化也纳入这一地区。
在本书中，中亚应被理解为在该地区各族人民长期的文明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
概念，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应将上述界定看作是严格的边界划分。
由于缺乏如此大规模的现行调查活动可资借鉴，教科文组织不得不分阶段完成这一艰巨
的任务，综合叙述从远古时代直至今日的一系列复杂的历史事件。
第一阶段旨在通过考古和历史研究以及对文学和科学史的研究，进一步了解中亚地区的
文明。因此而开展了一项新的计划，以促进五大领域的研究：贵霜帝国的考古和历史，
中亚艺术史，中亚各族人民对科学发展的贡献，思想与哲学史，以及中亚地区的文学。
1973年成立了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这是一个非政府的学术组织，召集该地区的学者
对本国文化的跨学科研究进行协调，并促进区域和国际合作。
由教科文组织主持创立的这一新的协会，从其活动初始就成为教科文组织执行其有关研
究中亚文化的计划以及编写《中亚文明史》的主要咨询机构。
第二阶段集中于中亚文明的现代方面，并在新的计划中向东扩展研究的地理边界。在该
地区一些国家召集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以推进对中亚文化的研究。
1978和1979年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了两次专家会议，会议的结论认为，1967年开展的
中亚文化研究计划使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对加强该地区各国现行机构发挥了作用
。专家们因而对这部史书所采用的方法和编写工作向秘书处提出建议。根据秘书处的建
议决定将本书分为六卷，内容按年代顺序包括从远古时代直至当今的全部中亚文明史；
除此之外，专家们还建议，负责起草本书的有关人士应吸取教科文组织编写《人类科学
文化发展史》和《非洲通史》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关于本书的叙述方式，他们支持
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意见，认为虽然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也应为普通读者所接受。
由于历史是由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事件构成的，因此决定对任何具体年代均不过分强调。
每卷所述史实的前后事件，须证明符合学术要求，才能在书中引用论述。
第三即最后阶段是1980年8月成立了由19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均以个人身份参
与编写本史书的工作。因此而成立的该委员会包括七个中亚国家——阿富汗、中国、印
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蒙古和苏联——每国两位学者，以及其他五国——
匈牙利、日本、土耳其、英国和美国的五位专家。 教科文组织第十九届大会（内罗毕，
1976年10—11月）通过决议，授权总干事开展一系列旨在促进了解和尊重文化特性的活
动，其中包括一项新的计划，即编写《中亚文明史》。1966年11月召开的第十四届大会
曾批准一项有关对中亚地区进行研究的实验计划，目前实施这项新计划便是顺理成章的
。 开展实验计划的目的，正如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计划所规定的，是通过对生活在中亚地
区的各族人民的考古、历史、语言和文学的研究，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文明。在初期阶段
，参加的会员国包括阿富汗、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和前苏联。后来，蒙古和中国也加
入了教科文组织中亚计划，[1]从而将蒙古和中国西域文化也纳入这一地区。 在本书中，
中亚应被理解为在该地区各族人民长期的文明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概念，无论
现在和将来都不应将上述界定看作是严格的边界划分。 由于缺乏如此大规模的现行调查
活动可资借鉴，教科文组织不得不分阶段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综合叙述从远古时代直
至今日的一系列复杂的历史事件。 第一阶段旨在通过考古和历史研究以及对文学和科学
史的研究，进一步了解中亚地区的文明。因此而开展了一项新的计划，以促进五大领域



的研究：贵霜帝国的考古和历史，中亚艺术史，中亚各族人民对科学发展的贡献，思想
与哲学史，以及中亚地区的文学。 1973年成立了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这是一个非政
府的学术组织，召集该地区的学者对本国文化的跨学科研究进行协调，并促进区域和国
际合作。 由教科文组织主持创立的这一新的协会，从其活动初始就成为教科文组织执行
其有关研究中亚文化的计划以及编写《中亚文明史》的主要咨询机构。 第二阶段集中于
中亚文明的现代方面，并在新的计划中向东扩展研究的地理边界。在该地区一些国家召
集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以推进对中亚文化的研究。 1978和1979年在教科文
组织总部召开了两次专家会议，会议的结论认为，1967年开展的中亚文化研究计划使研
究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对加强该地区各国现行机构发挥了作用。专家们因而对这部史
书所采用的方法和编写工作向秘书处提出建议。根据秘书处的建议决定将本书分为六卷
，内容按年代顺序包括从远古时代直至当今的全部中亚文明史；除此之外，专家们还建
议，负责起草本书的有关人士应吸取教科文组织编写《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和《非洲
通史》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关于本书的叙述方式，他们支持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意
见，认为虽然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也应为普通读者所接受。 由于历史是由一系列连续
不断的事件构成的，因此决定对任何具体年代均不过分强调。每卷所述史实的前后事件
，须证明符合学术要求，才能在书中引用论述。 第三即最后阶段是1980年8月成立了由19
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编写本史书的工作。因此而成立的该
委员会包括七个中亚国家——阿富汗、中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蒙
古和苏联——每国两位学者，以及其他五国——匈牙利、日本、土耳其、英国和美国的
五位专家。 该委员会于1980年12月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第一次会议。真正筹备出版《
中亚文明史》的工作实际上是1981年开始的。因其资格和有关中亚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学
术成就而当选的学者们应确保对本书客观地描述，并达到高标准的科学和学术出版水平
。 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们认为新计划应符合教科文组织的崇高目标和原则，从而有助于
促进各国之间的了解与和平。 该委员会根据专家们的意见，为本书的目的，根据历史和
文化经验勾划出了中亚的地理区域。 国际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对于有关实施这一复杂计
划的主要问题大都作出了决定，首先是起草计划以及确定委员会自身工作的目标和方法
。 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团由一位主席、四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组成。主席团的任务是
在国际科学委员会届会之间监督计划的实施。1986年成立审读委员会，由四人组成，对
第一卷和第二卷的手稿进行编辑、修改并最后定稿。1989年又为第三卷和第四卷成立了
一个审读委员会。 国际科学委员会确定了第一卷的目录、作者名单和主编。此外，委员
会还批准了各卷所涉及的年代范围： 第一卷 文明的曙光：远古时代至公元前700年
第二卷 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公元前700年至公元250年 第三卷
文明的交会：公元250年至750年 第四卷 辉煌时代：公元750年至15世纪末 
上：历史、社会与经济环境  下：文明的成就  第五卷 对照鲜明的发展：16世纪至18世纪
第六卷 走向当代文明：19世纪初至当今时代 奉献给读者的本书第一卷经国际科学委员会
主席团第四次会议1987年7月决定批准出版。本卷按年代顺序叙述了中亚早期历史的漫长
岁月，从石器时代人类的出现和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直到铁器时代。本卷各章的编辑
和作者均为知名的中亚考古学和古代史专家。两位主编，一位是伊斯兰堡真纳大学中亚
文明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艾哈迈德�哈桑�丹尼，另一位是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列宁格
勒分所所长、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瓦季姆�M．马松。各卷的
作者包括中亚七国的学者和其他地区的专家。因此，本书堪称是中亚地区以及各国学者
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本项计划范围内联手合作的结果。 我们衷心希望，《中



亚文明史》第一卷的出版成为促进中亚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加强其共同的文化遗产而
迈出的第一步，并最终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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