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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罕国与西域政治》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关于浩罕的历史著作。这个汗国早已覆灭并永远地消逝，但二百多年前它崛起之时，还十分
活跃，甚至于一度威名中亚。汗国以其国都浩罕为名，风光秀丽的费尔干纳盆地，是汗国的发源地和
核心地带。    提起中亚，一般印象中恐怕更多的是茫茫戈壁和寸草不生的荒漠。但是，如果在高空俯
瞰时，却能见到大大小小如宝石般的绿洲镶嵌在这迷茫的大陆腹地，其中锡尔河上游的天山西部山区
中的费尔干纳盆地最引人注目。它像一只巨大的椭圆形花篮，为崇山峻岭拥抱。其北面、东北面、西
北面是高达一万英尺的恰特卡尔山、费尔干纳山和库拉明山，南面则是更加雄伟巍峨的阿赖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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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志平，1945年8月生于江苏南京。1980年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研究人员考试，被录用，分配至新
疆社会科学院。现任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专著有《中亚浩罕汗国与清代新疆》，主编《
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民族和当代民族分立主义》，发表论文80馀篇。

Page 3



《浩罕国与西域政治》

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章 浩罕前史
一、浩罕城起源
二、明格部渊源
三、明格政权的创建
四、早期的浩罕比(伯克)
第二章 宗教背景：西域的和卓政治
一、和卓
二、苏菲与纳合西班底耶
三、玛哈图木·阿杂木
四、黑山与白山
第三章 作为清朝藩属国的伯克领地
一、臣服
二、听命
三、宗藩
四、隐患：萨木萨克和卓
第四章 汗国的奠基人：爱里木、爱玛尔兄弟
一、称汗
二、社会经济与贸易
三、清朝严正拒绝浩罕的无理要求
第五章 迈买底里汗与张格尔和卓
一、张格尔初露峥嵘
二、迈买底里亲赴“圣战”
三、张格尔覆亡
第六章 长龄、那彦成与南疆之乱
一、南疆情势与长龄出山
二、那彦成善后
三、玉素普之乱
四、长龄再出山
五、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第七章 汗国的衰落及覆亡
一、浩罕陷入内乱
二、和卓末裔的反复骚扰
三、沙俄出征中亚
四、浩罕殖民政权：阿古柏的“哲德沙尔”
第八章 史料及批判
一、汉文及满文史料
二、西文史料(包括俄文)
三、中亚当地文字史料
四、研究概况
附编
浩罕王统考
一、史料
二、考述
三、谱系
1832年清朝与浩罕议和
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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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书的转写与研究
三、议和过程
四、结论
浩罕界
乌兹别克92部
布鲁特(柯尔克孜)诸部分布及亲缘关系
一、布鲁特诸部名之考察
二、稽查布鲁特诸部之卡伦
三、清季布鲁特诸部地理分布
四、布鲁特诸部之亲缘关系
茶黄贸易与中亚交通
一、大黄
二、茶叶
三、茶黄贸易
四、中亚交通
沙鲁赫史摘要
附录
大事记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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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论文参考资料之一。比较印象深的是论证复礼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清政府与浩罕
国签订“的错误。
2、这是潘志平教授的心血之作。
3、一本比较偏门的介绍浩罕国的历史著作,有兴趣的爱好者值得一读.
4、我喜欢具体描述历史细节的书。新疆只要是中央政府一衰弱，就发生分裂、外敌入侵，所以我想
弄明白原因是什么？
5、还可以
6、历史性很强，简体横排的。
7、国内新疆史里应算是顶级的
8、书有点旧，送来的时候有点脏，这影响了我的心情。希望当当要注意啊。
9、清末失去的，沙俄得到了。。。。
10、对了解新疆在清代中晚期的历史有所帮助
11、绿皮
12、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很有帮助.
13、对新疆的历史了解有帮助，可以
14、考订细致
15、这本书挺好看的，我挺满意。
16、潘所长积累数十年，毕其功于此书 
国内对浩罕的了解，也没人超过她了
17、书是很赞，担运输途中压皱了。当当以后物流发货希望能改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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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世纪当中亚强盛的帕木耳帝国分裂后，乌兹别克人便趁虚而入在中亚核心地域建立了三个汗国 
—— 布哈拉、希瓦和浩罕。最近一直在看有关新疆苏菲派和卓的有关书籍，里面多次提及浩罕国，令
我对其大感兴趣。清代将新疆划入帝国的疆域后，对南疆叛乱的白山派严厉打击，白山派和卓的后裔
便逃亡与新疆接壤的浩罕国避难，并以其为基地，在浩罕国的默许和支持下，多次潜回南疆兴风作浪
制造叛乱，堪称第一代疆毒，而最后浩罕国的将领阿古柏更是利用白山派和卓后裔在南疆建立独立王
国，本书就是讲述了浩罕国的历史和清廷之间发生的错综复杂关系，是目前流行的中亚史很好的补充
。本书的前身是作者在1991年发表的《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一书的翻版，原书是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出版，本书在2006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在原书的基础上更换了书名并添加了一些附录材
料而已，内容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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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浩罕国与西域政治》的笔记-第15页

        和卓，又称火者，一般认为是默罕默德血统的”圣裔“，他们是内亚绿皮社会的精神李国修，信
徒口中和心中的神，民众中有说”见其一面，两世受福“。事实上，对和卓的崇敬有时甚至超过真主
，一部和卓传记写道：

     和卓问信徒：“你怕谁？怕我还是怕胡大？”
     信徒答道“我怕您，不怕胡大，因为您脸上闪耀着胡大的光芒”

2、《浩罕国与西域政治》的笔记-第16页

        1、给予封建主神圣光环：当时的风尚是，每一位速檀都邀请一位大毛拉的门徒做精神导师。帖木
儿后裔卜撒因就拜和卓阿赫拉尔为师，下令“一切服从和卓，绝不违背他的教训和指示“

2、蛊惑费拉：和卓是苏菲派的产物，虽然得到逊尼派的承认，但依然保留许多符合费拉思想的”神
力‘内容，比如水上行走，天上飞行，吹气治病，使死人复活，与动物交谈，点石成金，等等。他们
借此赢得各阶层费拉的疯狂崇拜

3、《浩罕国与西域政治》的笔记-第17页

        和卓在和领主斗争时，时刻提醒对方自身血统的高贵，一位和卓对世俗君王说：“我的身上有三
种独特之处：一是穆圣的后裔，二是学者，三是王子。我的母亲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世俗封建主也不甘示弱。列出一份漫长的谱系，证明自己拥有帖木儿、成吉思汗、突厥汗、喀喇汗、
罗马汗...最后上朔50代为圣人默罕默德。

“乌兹别克人发现在新环境中仅靠成吉思汗的名望是不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摒弃这些内亚原
则，相反，他们改变了某些原则，使其适应绿皮的概念，并发明出一套游牧民统治的合法原则与教义
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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