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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探险史》

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亚探险史》是一部介绍人类几千年来在中亚开展探险、旅行和考察活动的
著作。这些活动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最终结出的果实就是把一个自然环境既非常典型又极其复杂、
社会人文既五彩斑斓又相当神秘的中亚比较完整而清晰地再现出来了。一部中亚探险、考察的历史就
是世人对中亚的认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零碎的见闻到全面的了解，从模糊的印象到精确的把握
的历史。谁都知道，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可以完成的任务，这一目标是通过无数探险家、旅行者以
及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和辛勤工作才得以实现的。要发现外面的未知世界，要到陌生的地方去旅行，并
且尽可能了解那里的一切，对于古代乃至近代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出发地与目的地一
般相距遥远，路途阻绝，语言不通，风俗迥异，战乱频仍，灾祸无常，行动起来要冒很大的风险，甚
至有生命危险，所以这类发现性质的旅行考察往往冠以“探险”二字，而那些勇敢的发现者往往被人
们称为探险家。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不顾这么多危险去从事“探险活动”呢？而且几千年来总有人乐
此不疲？答案并不很复杂，因为他们被各种不可遏止的探险动机或原因所驱使，很多人认定是值得的
，回报——或是物质方面的或是精神方面的一肯定要大于付出。当然有的是无法回避，不得不成行，
比如奉命出使他国远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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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探险史》

内容概要

《中亚探险史》内容包括：中亚的地理位置和地域范围、中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探险考察、中亚的社
会历史文化与探险考察、古代波斯和希腊罗马的中亚探险、古代波斯人在中亚的探险和希罗多德的总
结、亚历山大东征和古希腊罗马人在中亚的探险、古代波斯人和希腊人在中亚的探险成就、古代中国
的中亚探险、中国古人西行探险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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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探险史》

作者简介

丁笃本，男，汉族。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先后在湖南师范大学、广东韶关学院
任教授。长期从事世界历史及国际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出版著作多部。代表性著作有《世界之发现》
、《红旗落地》、《苏联政体与官制史》、《中亚国际关系史》、《中亚通史(现代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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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探险史》

书籍目录

前言导论  第一节  中亚的地理位置和地域范围  第二节  中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探险考察  第三节  中亚
的社会历史文化与探险考察第一章  古代波斯和希腊罗马的中亚探险  第一节  古代波斯人在中亚的探险
和希罗多德的总结  第二节  亚历山大东征和古希腊罗马人在中亚的探险  第三节  古代波斯人和希腊人
在中亚的探险成就第二章  古代中国的中亚探险  第一节  中国古人西行探险的开端  第二节  张骞通西域
和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  第三节  东汉班超再通西域与甘英出使探险  第四节  两汉时期的中亚探险对中
国的影响第三章  中国佛教僧人的中亚探险  第一节  高僧法显等人的西域探险  第二节  高僧玄奘和唐宋
其他中亚探险家  第三节  魏晋唐宋时期中亚丝绸之路的拓展第四章  阿拉伯一突厥时期的中亚探险  第
一节  伊斯兰教的传播对中亚探险的影响  第二节  穆斯林的中亚探险及其在阿拉伯地理学中的反映  第
三节  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对中国和丝绸之路的认识第五章  蒙古帝国时期的中亚探险  第一节  蒙古帝国
的形成和中国人中亚探险  第二节  基督教使者东行及其在中亚的探险活动  第三节  马可·波罗及伊本
·白图泰等人在中亚的探险活动  第四节  15世纪中亚的探险活动与中国三大发明的西传第六章  近代中
亚探险活动的开端  第一节  地理大发现对中亚探险的深刻影响  第二节  近代早期进入中亚西部的英国
与俄国探险家  第三节  俄国人经过中亚前往中国内地旅行第七章  俄国征服时期在中亚的探险活动  第
一节  谢苗诺夫与中亚近代科学探险考察的开端  第二节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五次中亚探险考察  第三节  
科兹洛夫的中亚探险考察第八章  19世纪英国及法国在中亚的探险活动  第一节  阿特金逊和罗伯特·沙
敖在中亚的探险考察  第二节  扬哈斯本和邦瓦洛特等在中亚的探险考察第九章  斯文·赫定的中亚探险
考察  第一节  穿越“死亡之海”与发现楼兰  第二节  中瑞联合考察活动与圆梦罗布泊第十章  斯坦因的
中亚探险考察  第一节  塔里木盆地初显身手  第二节  敦煌藏经洞的惊人收获第十一章  西方国家及日本
的中亚探险活动  第一节  德国“中亚远征”探险队与法国学者伯希和  第二节  芬兰籍俄国军官马达汉
和俄国学者奥尔登堡  第三节  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和美国冒险家华尔纳中亚探险大事记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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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探险史》

章节摘录

插图：匈奴由于遭受汉朝（从西汉到东汉）的连续打击，内部又不断分裂争斗，公元48年最终分裂为
南北两部。南匈奴不久归附汉朝，并且同鲜卑等民族一道，后来与中原汉人实现了种族和文化的融合
。北匈奴屡遭失败以后，故地最终被鲜卑人占领，其余部从公元2世纪开始踏上了漫长的西迁之路。
他们途经哈萨克草原（乌孙之地）、南俄草原进入东欧，一路上迫使众多的民族纷纷逃遁，从而使亚
欧大陆出现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迁徙，并且导致庞大的罗马帝国于公元5世纪崩溃瓦解。公元224年，帕
提亚王国（安息）被波斯萨珊王朝取代。贵霜在公元5世纪前期为噘哒人所灭。噘哒人游牧的故地在
阿尔泰山一天山一带，来自东北方柔然人的进攻迫使他们向南迁徙。噘哒一度成为中亚头等强国，都
城建在巴里黑（阿富汗巴尔赫），版图比贵霜还大，但是内部松散，很不统一，所以暴兴暴亡，公
元558年被萨珊波斯和突厥彻底瓜分。。突厥人的到来是中亚历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给中亚地区
的历史进程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公元552年，突厥继匈奴、鲜卑之后在蒙古草原上兴起。突厥人消
灭其宗主国柔然，建立自己的汗国。灭亡噘哒后，突厥和波斯议定以阿姆河-铁门关为两国边界。由于
突厥疆土过于庞大，不久便趋于分裂，最后分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中亚大部分地方归西突厥统辖，
东突厥则领有蒙古大草原等地。公元630年和657年，中国唐朝先后灭亡东、西突厥，并且在其原先的
领土上设置多个都护府进行治理，不过一般都是遴选当地首领担任各级军政长官，而且突厥势力也不
时兴起。差不多与此同时，阿拉伯人消灭了波斯萨珊王朝，占有其在中亚的领土东伊朗、穆尔加布河
一捷詹河绿洲和阿富汗等地。进入8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大举北上，入侵河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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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探险史》

后记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心地区，扼东西方交通要冲。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民族迁徙的大走廊，文化交融
的大舞台，经济交流的大通道。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复杂的自然环境以及持续数千年的剧烈历
史演变，造就了中亚纷繁多彩的人文景观。不论在哪个历史阶段，中亚都呈现出一幅民族、语言、宗
教、艺术、习俗乃至经济生活的斑斓画卷，从而引起周边世界的浓厚兴趣。而中亚自身重要的地理位
置以及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也招致周边强国不断的人侵与征服。无论是兴趣还是利益，都会驱使
外部的人们去了解和认知中亚这块富饶而神秘的土地。因此，千百年来，赴中亚旅行、探险的人络绎
不绝。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或亲自操笔，或口述他人，于是留下了有关中亚社会各个时期与各个领域的
宝贵记录。把这些史料系统地发掘整理出来，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这样做不仅使人们能
既清晰又连贯地了解中亚历时数千年的发现过程，而且能更进一步认识中亚在东西方交流中所处的独
一无二的重要地位。我想很可能是基于这种考虑，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几年前建议我写一本关于中
亚地区探险与发现历史方面的书。当时我欣然领命，经过三四年的努力，终于写出了这部三十多万字
的《中亚探险史》。在写作《中亚探险史》的过程中，作者力求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资料，并且做了
颇为艰辛的梳理考订工作，同时广泛借鉴了前人和他人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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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探险史》

编辑推荐

《中亚探险史》是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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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探险史》

精彩短评

1、三星略少，四星太多。作者定义的“中亚”范围内探险基本都写到了，正如本书评论里那句话，
可以作为新疆人民社另三套书的预览版。然而涉及更广一点的背景，比如the Great Game，居然一字未
提。手民之误，资料过时，译名错误等等小错不时。此书提及的探险者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等等，基
本没有本地人。鸵鸟辈看见这样的著作，是否又该跳脚痛骂“殖民史观”了？～～～
2、非常好看，非常满意，新疆出的书
3、很多章节对喜欢并研究中亚历史的人来说，很有资料意义，缺点是作者的史识略有陈旧
4、中亚是中国文化交流中最为重要的地带，但是一直受人忽视，直到有了敦煌遗书，但是那时却已
经为西人盗掘得惨不忍睹了，如今新疆考古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出土的文物早已无声地证
明了其地的价值。中亚探险史，在古代是中国人的骄傲，近代是耻辱。
5、我个人对中亚很感兴趣， 几千年来中西方的交流途径。 但这方面的书籍很少。 这本书写的还是很
全面的， 值得推荐。 缺点包括有个别错别字， 书中经常提到苏联， 但是在书出版的时候苏联早解体
了。 另外， 如果能有插图就更好了。 但是瑕不掩瑜。
新疆出版社的书印刷还是不错的， 很清楚， 纸张也好。 不像人民文学现在的书纸张薄的像卫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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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探险史》

精彩书评

1、本书的作者丁笃本是国内中亚史专家，参与了由国内历史学者合作撰写的《中亚通史》四卷本浩
大丛书，丁笃本主笔了其中的现代卷。中亚地域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区，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
稳定的区域大国，整个区域总是各个民族或部落你唱罢来我登场，基本上处于几个大小国家轮番割据
这一地域的形态，因此该地区也是其周边大国窥视的领域。本书回顾了自波斯帝国成立来，中亚周边
各大强国以及西方列强对于该地区的各种目的和形式的考察，呈现了诸多旅行家和探险家在中亚的历
程，而本书后半段大部分讲述的西方列强探险家的著作都由本书的出版方 —— 新疆人民出版社翻译
出版，形成“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亚洲探险之旅”、“中国大探险丛书”等三大系列几十部著作
群，因此本书可以看做这三套丛书的预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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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探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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