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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兴衰》

前言

区域和城镇发展问题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城镇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传承延续着先进文化
的“基因”。探索区域城镇成长过程，是研究区域并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推进丝绸之路沿
线区域发展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丝绸之路沿线地域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
，生态基础脆弱，自然资源丰富，经济相对落后，区域“人一地”关系复杂多样。丝绸之路曾在促进
东西文明的相互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带来世界文化的融合和沿线城镇的兴盛；中世纪后，东西交
通方式的陆海转换和我国政治经济重心的东移，丝绸之路渐趋式微，沿线城镇也是盛衰有别。近年来
，随着世界经济、环境、能源问题的一体化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丝绸之路沿线因其地理区位
和环境特质再次受到高度关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诸如，从东西部协调发展、生态环境
安全、社会和谐稳定、资源永续利用等方面科学认识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战略功能定位，发挥沿线城
镇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引领作用，促进沿线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
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索的问题。著名地理学家陆大道院士曾提出“空间结构是历史发展的函数”的命
题。《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兴衰》一书从时间和空间即从历史发展脉络和空间地域结构变化及其相互
作用入手，根据影响城镇发展条件要素的时空组合分类探讨城镇与区域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归纳丝
绸之路沿线城镇历史演化的基本规律，重点剖析了黄土高原、河西绿洲、沙漠荒原、青藏高原四个不
同生态环境类型区典型城镇的兴衰演变，对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城镇萌生、兴盛与衰亡的基本规律进行
了初步归纳和总结。该书参阅了大量的史实资料，文献资料翔实，逻辑结构严密，研究结论具有新意
，对西部地区发展建设具有重要的史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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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兴衰》

内容概要

《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兴衰》从丝绸之路和城镇演化的历史脉络人手，系统研究了两千一百年来丝绸
之路沿线城镇兴衰的原因和动力机制，根据城镇发展的政治、经济、环境、文化等要素的时空组合分
类探讨城镇与区域环境的相互关系，归纳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区域作用范围、结构类型、作用机制、
功能构成、人地关系历史演化的基本规律，重点剖析黄土高原、河西绿洲、沙漠荒原、青藏高原四个
不同生态环境类型区典型城镇兴衰演变历史，系统研究典型城镇兴衰内外动因的作用机理，对西北丝
绸之路沿线城镇产生、兴盛与衰亡的基本规律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政权的稳定与繁盛的经济贸易交
流是西北多民族地区兴盛发展的必备条件，而沿线生态的合理利用则是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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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正视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对区域资源环境的作用，国家应该高度重视沿线城镇的建设，研究制定
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地区稳定等条件下的城镇发展策略。经济发展与城镇兴衰演变的历史表明，
受干旱半干旱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的制约，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人类活动主要被局限于面积有限的绿洲地
区，从而形成了特有的绿洲经济和绿洲城镇。历史上，人类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土地利用，使
河流萎缩、湖泊干涸、地下水位下降，生态环境的溯源恶变，进而使绿洲经济衰败，城镇逐渐消亡。
自然环境的突然变化造成某些民族和国家走向衰败，甚至从此崩溃灭亡。塔里木盆地的城镇主要分布
在盆地边缘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外围，呈一种典型的环状分布格局。然而，河湖生态环境的溯源恶变，
绿洲面积的不断萎缩，使这一城镇分布环向外围扩大，曾繁盛一时的楼兰、尼雅、精绝等故城均被淹
没在茫茫的沙漠之中。因此，未来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开发与城镇建设，务必要正视这一自然生
态规律和经济开发规律，汲取这一历史教训。在保证生态环境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按照以水资源为核
心的自然环境承载力，实施经济开发与城镇建设。以城镇建设为重点，实行以“精小、综合、星散、
通活”为主题理念的城镇建设模式，切忌发展过多的特大、超大甚至巨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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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将横贯
欧亚大陆的陆地贸易交通线命名为丝绸之路以来，引起众多学者和探险家们对丝绸之路的关注和广泛
研究。历史上，西北地区曾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沿线繁星点点的城镇，架起了东西文
明交流的桥梁，促进了西北古代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兴衰》一书是按照汪
光焘部长指示，由建设部村镇建设办公室2006年委托的重大研究课题的成果。那年3月，我们邀请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兰州大学、新疆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应标申请“丝绸之路沿线
小城镇兴衰研究”课题，经专家评估，西安丝路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西北大学、长安大学和陕西省、
青海省建设厅等单位组成的项目研究小组中标课题研究任务。2006年4～6月，小组进行了研究前期工
作，系统梳理和查阅大量历史史籍和文献资料，拟定专题研究提纲，展开项目初步研究。2006年6～8
月，项目组分三路开展实地调研，初步分析总结了丝绸之路线路、沿线城镇数量和分段城镇空间结构
的变化规律。2006年9～12月，项目组分两路进行第二次实地考察，完成专题研究。2007年初建设部村
镇建设办公室听取了课题组阶段性成果汇报。其后，课题组按审查意见对研究的时空范围进行了明确
界定，与国内相关学者开展了深度学术交流，结合地方建设部门的意见系统补充修改完善了研究成果
。这一期间，作为委托单位的村镇建设办公室多次与项目组沟通交流。2009年3月14日，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村镇建设司在京组织召开项目评审会，专家们高度评价该项研究，认为课题委托视野广阔，研究
成果史料翔实，结论归纳丰富多彩，研究难度大，创新观点多，成果国内领先，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
国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论，部分填补了西部城镇发展历史研究的空白。建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开出版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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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兴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支持重点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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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丝路城镇，学术的东西多少有点枯燥
2、著名学者系统论述丝路沿线城镇发展衰落历史，很有历史价值
3、写的不错，很使用，一次买了1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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