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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史》

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
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
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
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
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
，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世界历史文库》主要
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
。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
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
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
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
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
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
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
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
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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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史》

内容概要

《阿富汗史》内容简介：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
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
，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
。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
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
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
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
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
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
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
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
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
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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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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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兴都库什山两侧的低地，同跨越阿富汗北部、西部和南部边界的类似地形区毗邻，使得自远古
时代起，入侵和移民都可以自各个方向很容易地进入阿富汗。或许使阿富汗统一的最有力因素却正是
那些并不一致的事物。虽然大部分阿富汗人说着与其西邻伊朗的官方语言波斯语相关的语言，但是他
们与大部分伊朗人不同（除了少数民族哈扎拉人外），他们一直坚持信奉伊斯兰教的逊尼派，而伊朗
在16世纪已放弃逊尼派，转而拥护什叶派。北部阿富汗人在语言、文化及地理上与阿姆河流域的几个
中亚共和国表现出相似性，中亚诸国的人民幸免于沙皇的基督教封建领主制及其后75年的苏联统治这
两个时代的变革经历所造成的伤害。事实上，很多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第一次来到阿富汗，是以难
民的身份从沙皇俄国和苏联逃离的。一进入这个国家，他们即分享一个更加有机的、从前现代方式循
序渐进转变的阿富汗式的经历，在这里，传统和制度可能在演变，但却没有异教徒统治的冲突和羞辱
。东部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可能是最不自然的，它将庞大的普什图种族集团一分为二。直至今天，边界
两边的普什图人仍旧保持着相同的生活方式。这条边界线是19世纪英国势力范围的简单折射。但是，
紧邻普什图地区的印度河流域，其古代文化、经济、语言的传统从未在阿富汗人的世界里广泛传播或
形成深刻影响。此外，巴基斯坦经历了成为英国组成部分的自身变革，而勇猛的阿富汗人则顽强拒斥
英国超过一个世纪之久。直到1747年阿赫哈迈德沙建立杜兰尼帝国以前，除了作为更大的外来帝国的
组成部分以外，阿富汗从未被作为单一的国家加以统治。事实上，阿富汗在数千年时间里一直遇到来
自各个方向的侵略和移民。但是，自此历史性时刻开始，今天的阿富汗人民就一直生活在统一的本国
人统治的国家中，尽管还伴随着很大程度的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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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阿富汗史》：世界历史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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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史》

精彩短评

1、本书句子不通顺，人物乱七八糟，叙述毫无头绪，大量的“可能”这样的词语，感觉是谷歌直接
翻译结果，基本不存在文学性，质疑译者和出版商的职业道德。
2、好书，就是内容太浓缩了，没有基础的话就别看了
3、故宫看了巴克特里亚展，这书作为入门还可以
4、一部苦难的历史，一部发人思考的历史
5、大致了解,翻译有些问题,校对问题也不少
6、世界历史文库--阿富汗史，从另一角度介绍了阿富汗的历史，值得借鉴。
7、太泛
8、阿富汗这地方真是没救了。最近200年最好的统治时期还都是君主统治的。达武德虽然在首相时期
有所作为，后来又政变搞独裁。后来自己又被推翻，上来的还是独裁者。然后苏联又来了，共产主义
政府是什么样大家都清楚。可是反苏的穆斯林游击队都是很原教旨的，比如希克马蒂亚尔就是个疯子
。接着又是塔利班⋯⋯真是多难无福的诅咒之地
9、翻译很一般
10、阿富汗太重要了
11、因为时不时的听到新闻中提到的阿富汗，又出来塔利班、基地组织。便一直想买本阿富汗历史书
看看，新华书店啥的转过很多都没有。对阿富汗历史讲解清晰明了，也提到了近代历史不仅苏联、美
国载了跟头，在这世界两霸之前还有俄罗斯帝国和日不落帝国也栽过跟头。就是因为近代列强在阿富
汗的侵略和战场，导致了中亚一颗璀璨明珠的贫穷落后，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不再。很好的一本书
，喜欢史书的朋友们可以慢慢看。
12、行文如中风，断句匪夷所思，校对吃翔。
13、翻译得太差了，语句难读（完全按照英文的语句逐句翻译的么？读起来一点都不通顺，花费很多
时间才明白讲的是什么意思。。。不如看原本A Brief History of Afghanistan），错别字较多，居然一段
话中两句话人名都可以做到前后不一样（简直是服了），别说了还有明显的打字错误，这书是怎么个
赶工赶出来的啊。。。。。。
14、世界历史文库收藏第15种
15、博士论文 新瓶装旧酒
16、翻译太狗屎了......阿富汗还真是多灾多难啊。
17、这个历史书太规矩了
18、近代以前记叙过于简略
19、翻译真心各种奇葩错误，不能吐槽更多。。以后国别史还是看原版的吧~
20、增长了历史知识
21、翻译
22、评：从阿富汗的历史当中我们似乎可以学到如下几点经验：
1、一个大国（强国）对待战争问题要十分慎重，尤其是战争陷入长期化、游击化，必然会把强国拖
垮，无论是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都证明了这一点，长期战争无赢家！
2、一个小国对待四周的强（大）国，要十分慎重，始终保持中立政策，切不可对邻国（大国）过于
亲密，而导致大国产生非分之想；也不可过于疏远而导致怨恨。始终保持各种势力的平衡为好。从中
苏关系、中越关系、阿苏关系等历史中就可看出端倪。瑞士国就是小国中立外交政策的典范。
3、阿富汗国王的改革步履艰难，从阿富汗国王的改革就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人民大众的支持理解，
就不会有改革的顺途。落后的教育是导致教旨主义者盛行的原因，也是导致改革失败的必然结果，唯
有世俗化、大众化、普及化的教育才能使阿富汗走上正常国家之路，教育实在是太重要了
23、没有认真细读，但还是长了知识。
24、悲剧的国家
25、用来开荒扫盲挺好的，不难读。不过第一行还是“雅兹底格德”第三行就成了“叶兹底格德”，
也是不走心
26、[SH/4105]K372.0/1762
27、书好，发的也很快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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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作为科普历史读物已经是很值得一读的了，可以增进对阿富汗这个国家的了解。
29、翻译较差，很影响阅读
30、一般般吧 还行
31、写得很好，和国内出的一些阿富汗历史书相比有独到之处，而且还有各种背景知识的解释，很好
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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