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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招摇读过这个十来页的小书，真长脸啊！
2、晓畅易懂，可作为入门读物，又可从中找出感兴趣的线索另寻其他读物。只是有一处，相信羽田
亨的原文也是如此，把外来考古队劫掠中国出土文物说成是学术研究之用，并且“痛感有必要有组织
地往那里派遣探险队”，怎教人不气愤。
3、很短
4、日本汉学家的名著，考证相当有份量，远远超过一般的国内学者，向日本学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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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西域文化史》的笔记-第1页

           如题，去掉数字是我读的那本书。豆瓣他妈比不让说！作者王力雄，可以百度。但是很不容易找
。原因你们懂的。
  ab两个人掐架。a说b的错，b说a的错。但是我们听到的总是b的解释，a的说法被政府b封闭了。这时
候出来一个c。。这个c是王力雄。不是b所说的西方列强。。是赤裸裸的山东人！
  

2、《西域文化史》的笔记-第1页

        或只限于用来称呼葱岭以东的所谓天山南路地方。本书则指一般称作中央亚细亚的地域。大略指
以帕米尔（Pamir）高原为中心，东面包括注入罗布泊（Lop nor）的塔里木河流域的东突厥斯坦
（Turkestan），即新疆天山南路地方；北面包括流入伊塞克湖（Issik kul）、巴尔喀什湖（Balkash nor
）、阿拉湖（Ala kul）等的河流流域的地方，亦即包括伊犁、准噶尔盆地等在内的天山北路地方；西
面包括楚河（Chu）、塔拉斯（Talas）河流域和注入咸海（Aral）的河流流域的地方；亦即西突厥斯坦
；南面以昆仑山脉、兴都库什（Hindukush）山脉为限。据前汉到南北朝（即公元前 2世纪到公元 5 世
纪）的记载，今伊犁、天山北部山谷之间的地方为乌孙族所据有，他们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此族之
语言依现存资料认为是属突厥语。但唐代颜师古谈到乌孙的容貌时说；“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
，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1 据此，不能一概断定为突厥人。颜师古所用胡
人这一名称，当时无疑是指以今萨马尔罕（Samarkand）为中心的粟特（Sogdiana）地方的人，即伊兰
人种。所谓“青眼赤须、状类猕猴”，正是这一人种风貌的描写，而不是指突厥人。如现为突厥种之
一的吉尔吉斯（Kirghiz）族（汉代称坚昆、鬲昆，南北朝时称契骨、居勿、结骨，唐代称纥扢斯、黠
戛斯。其语言至少在唐代已突厥化），关于其容貌，《唐书·回鹘传下》附《黠戛斯》条中说：“人
皆长大，白发、皙面、绿履，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李〕陵苗裔也。”波斯阿赫买尼德
（Acaemenid）王朝的始祖居鲁士（Kyrus）大王曾越过妫水（即阿姆河——译者）征用索格底亚那地
方，并在其东端建立了居鲁士城（Kyropolis）。生活在公元前后一世纪的斯脱拉波（Strabon） 2 所著
的《地理书》中，也记有此为居鲁士所建最后之城，临药杀水；匈奴之西，今甘肃省地方，尤其是其
西边的敦煌地方，不知从何时起（大概在战国时代）已为月氏种族所据。之后，月氏渐次扩张其势力
。据《史记》、《汉书》记载，汉初其东境已扩展到今甘州南的祁连山地方，领有河西一带。此时匈
奴有冒顿单于出，威振四邻，曾痛击月氏。之后到老上单于时更击破月氏而杀其王。于是月氏遂弃河
西之地逃到今伊犁地区，并驱逐居住在这里的塞种族而据有该地。但据有此新领地的月氏不久又为受
匈奴支持的乌孙所击破，再次离此地迁到西方，击破建都于兰氏城的大夏国并臣畜之，他们自己则建
王庭于妫水之北。塞族先为月氏所破，离伊犁南迁进入罽宾（即包括犍陀罗在内的克什米尔），更分
散于诸方。于是本为塞人住地的伊犁地区又重新为击破月氏的乌孙所据。这样由于居住在甘肃省的月
氏受到匈奴之攻击而引起了从中央亚细亚到印度的各民族的大迁移。《史记》中所说建都于兰氏城的
大夏国应相当于西方记录中夺占大夏的吐火罗人之国。所谓“塞”一般认为即 Saka。如前所述吐火罗
为攻杀安息阿尔塔巴奴斯王，并与来自药杀水彼岸的其它三部族一起南下灭了希腊人建立的大夏王国
的斯基泰族之一部。大夏亡国后，其地即从此以吐火罗之名而为人所知。武帝元朔 7 年（公元前 122 
年），霍去病将军攻略今甘肃省甘州地方。结果此地之匈奴部将降汉，于是中国通西域之咽喉地归汉
统治。汉于此地之肃州先置酒泉郡，移关东之民于此，合武威（凉州）、张掖（甘州）、敦煌（燉煌
）等设四郡，使汉之势力发展到这里。另一方面又从陕西、山西方面进迫匈奴，于元狩 4 年（公元前
119 年）顷将其完全逐到漠北。但武帝并不满足于此，进而要消灭匈奴。遂又遣张骞去乌孙，打算与
其建立同盟，实行东西挟击之计划。此次之同盟计划也如前次出使月氏情况一样，虽未成功，但与张
骞一起来汉的乌孙使者回国后，盛赞汉之强盛。乌孙王请尚汉公主，遂达成两者之间的联合。张骞使
乌孙时，更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诸国。大宛相当于今之费尔干纳（Fergana）地方，康
居之势力应从楚河直到萨马尔罕一带．此等使节伴同各国之人归来，给西方诸国了解汉之事情创造了
机会，燃起了他们通汉之希望。其中最有名之国为最靠近汉的、无论到天山南麓的所谓北道诸国，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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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到昆仑山北麓的所谓南道诸国都要经过的楼兰（今罗布泊之南，武帝时改名鄯善）。沿北道有车师
前国（今吐鲁番附近）、焉耆（哈喇沙尔）、龟兹（库车）、姑墨（阿克苏）、温宿（乌什）、疏勒
（喀什噶尔），沿南道有于阗（和阗）、莎车（叶尔羌）等。汉西域都护驻龟兹东之乌垒城，统领以
上诸国，同时督察乌孙、康居等外国。月氏从甘肃西移时，其中一部分留在南山。为此在中国史乘上
称西迁的部分为大月氏，而称留在南山的为小月氏。在臣属于大月氏的大夏即吐火罗有相当于五将军
的五翕侯，他们各有领地，都属于大月氏。这些领地之名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高附。当贵霜
之翕侯丘就卻时代，灭了其它四翕侯，自号贵霜王，更并有安息及其近傍诸国。到了其子阎膏珍时代
，又灭天竺，益发强大起来。此吐火罗族建立的贵霜王朝即西方纪录中的 Kushan王朝，著名的迦腻色
迦王即此王朝之人。中国也称此王朝为大月氏。突厥是北方民族中留下用自己文字书写文献的最初的
部族。依这些文献和中国史料，我们知道成就开国大业的兄弟可汗（突厥语 qaγan，为王之意） 1 分
东西两部．东部据有外蒙古，西部占有前为乌孙之地（当时为嚈哒所领有），置王庭于天山山脉中的
地当龟兹北之溪谷中，更渐次进行经略。后者称为西突厥，灭掉嚈哒的就是此西突厥。唐太宗贞观元
年（627 年）从长安出发到西方旅行之玄奘三藏，翌年通过西突厥领地内（当时统叶护可汗在位）正
值此部最盛之时。据玄奘之见闻，当时西突厥除粟特外，挟妫水于其中的东接葱岭、西接波斯、南接
兴都库什山、北接 Kesh 之南著名铁门的所谓吐火罗之地全为其役属，更侵扰波斯（之后其势力又从克
什米尔伸展到犍陀罗地方）。天山南路诸国也在其势力范围之下。西突厥与唐通好，并从苦虑于东突
厥对策的高祖那里得到尚其公主之约许。统叶护以后，西突厥势力未得到发展。不久分为东西二部互
相争战，但直到唐高宗显庆 2 年（657 年）为唐所讨灭为止，尚保有一定的势力。

Page 5



《西域文化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