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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桃的故乡》

内容概要

撒马尔罕是今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撒马尔罕州的首府，它位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河中地区，即阿姆
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区。浩浩荡荡的阿姆河和锡尔河如两位实力不相上下的竞走者一般齐头并进，由
南向北奔向咸海，在此两条几乎是平行流淌的大河中游，有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由东向西婉延流淌，
这就是哺育撒马尔罕城的泽拉夫善河（Zerafshan R）。上述三条河流的位置正像英文大写字母H，如
今的撒马尔罕城在H一横的下面，即在泽拉夫善河南岸。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撒马尔罕古城整体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价中说，撒马尔罕城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泽拉夫善
河南岸，最迟在4万年以前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迹象了。本文从撒马尔罕地原始人类的栖息地——特锡
克塔什岩洞开始叙述，一直论述了今天的撒马尔罕，论述了两千五百年来撒马尔罕的辉煌与屈辱，其
间经历了波斯人、希腊人、突厥人、中国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乌兹别克人、俄罗斯人的统治。在
此期间，撒马尔罕人表现出英勇不屈，也有委曲求全。在此两千多年中，由于撒马尔罕处于商道上，
撒马尔罕城市文化是典型的商业文化。
本书将描述撒马尔罕城的兴衰，光荣和屈辱，描述撒马尔罕城的建筑及繁荣的经济，描述撒马尔罕人
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描述撒马尔罕人的随和、精明，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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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桃的故乡》

作者简介

蓝琪，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在我国中亚史、突厥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是国内知名的中亚史、突厥史等方面的学者、专家。潜心研究中外史籍，治学严谨，厚积薄发，笔耕
不辍。

Page 3



《金桃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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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桃的故乡》

精彩短评

1、入门读物吧
2、好吧，我觉得科普也好像不符合我的口味⋯⋯
3、文字优美，仿佛读散文一样的将此书读完，将晦涩的历史演变为文字简洁而优美的散文，娓娓道
来，信息量大，可读性非常强！以后的历史书都要用这样的方式写出的话，我敢保证：会有更多的读
者喜欢上历史。
4、唉
5、内容尚可，但能起个别的名字么...总让我想起薛爱华来。
6、我第一次知道撒马尔罕其实应该是在《射雕英雄传》里郭靖进攻花剌子模时受黄蓉指点从天而降
那一段，于是很小就知道在遥远的西方有一座城市叫撒马尔罕。可惜在后来的岁月里几乎没有接触过
中亚历史，也就对于这座城市相对陌生。这两年随着阅读的增多和历史学的常识增加，才知道原来撒
马尔罕是如此重要的城市。这本书以撒马尔罕为主题基本勾勒出了中亚这一地区的历史脉络，书中引
用了大量的中国文献也算回顾了天朝历代与这种中亚重镇之间的交流与来往。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把
钥匙，撒马尔罕见证了古代波斯和贵霜王国的辉煌，也体会了东来草原雄狮突厥和蒙古，最重要的是
这座城市经历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两次文化的变迁。这些种种，都让我对于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是
时候琢磨去中亚五国走走看看了。不过在去之前，应该多补一些中亚的知识，要不岂不浪费路费？
7、少见的撒马尔罕专著，虽然含金量略显不足，但看完后毕竟勾起了我对中亚的向往。
8、内容算一般，其实就是各种拼凑。书中出现了至少两次 同一段文字，在不同段落重复出现，这真
是同一个人编写的吗？必须得扣一星
9、撒马尔罕是对我来说很熟悉的名字，无论是典籍还是在游戏中，它都是一个在中亚极其重要的地
方。唯愿这片被两河滋润和庇佑的土地，能永离灾难，更加美艳动人！
10、闲得无聊又不想让脑子生锈的可以翻翻
11、国产大众普及读物提升空间广阔  = = 以及这套书的设计和印装太减分⋯⋯
12、中亚科普好读物。民族更替简列如下：粟特人，波斯人，古希腊人，康居人，月氏人（贵霜），
阿拉伯人，突厥人（葛罗禄人），西辽人，花剌子模人，蒙古人（察合台），突厥化蒙古人（帖木儿
），乌兹别克人（昔班尼），俄罗斯人。关键地理历史名词：索格狄亚那、苏薤、悉万斤、康国、萨
末鞬、寻思干、撒马耳干、西喀喇汗王朝、布哈拉汗国
13、书结合中国历史朝代介绍撒马尔罕这座城市的历史，在中外史籍中勾吊出这座城市的面貌，书中
每章都很短，对战争介绍也很简单，对城市面貌着笔也不多，但却是少有将城市史接连不断介绍的书
籍，作为掌握全貌的入门读物非常适合
14、作者是国内中亚史和突厥史的专家，文字不错，大概是女性的缘故，有一些颇有诗意，立论也算
持平。中亚的历史非常复杂，全书脉络清晰，但很多地方限于篇幅都是蜻蜓点水，只能作为入门读物
。这是属于官方策划有关中外交流的历史普及读物，纸张是几年之内所读之书中最好的，但究其内容
相比较甲骨文、理想国和后浪等同类著作水准要差不少，难以吸引一般读者的兴趣。个人读此书，是
为自己扫个盲，为读《撒马尔罕的金涛》先做些背景知识的铺垫。
15、图文并茂，纸质好，内容属于普及类，非常适合阅读
16、一般般的科普讀物，竟然沒有注釋！加一星，因為把綠教批判了一番。
17、二印用纸，又软又薄，丛书改名丝绸之路吧。。。
18、如果世间有伊甸园，那一定是撒马尔罕，泽拉夫善河把她滋养，她是丝路上的明珠，粟特人的故
乡，亚历山大于此征战，玄奘打这里经过，她毁灭于蒙古人的铁蹄，又在帖木耳的世界帝国中重生为
国际都市，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如是写道：“她的空气微近柔和，她的泉水受到北风的抚爱
，她的土壤因为欢畅，如酒火之质。这国家，石头是珍珠，泥土是麝香，雨水是烈酒”。
19、泽拉夫善 索格底 粟特 奥克特夏的罗克珊娜 斯皮塔米尼斯 贵霜 康居 康国 突厥 萨曼王朝 玛兹达克
运动 鲁达基 西喀喇汗王朝 帖木儿 兀鲁伯 
沙俄 乌兹别克斯坦 伯利
20、本书基本上是流水账，只能说凑合读，内容不是很好，有点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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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Page 6



《金桃的故乡》

章节试读

1、《金桃的故乡》的笔记-撒马尔罕

        
第一次听说撒马尔罕是因为丝绸之路，去年我曾经自己开车走过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但是没能远行跨
越国界，不过撒马尔罕的名字却一直在耳中徘徊，于是硬是在当当网上搜索了一系列的关于中亚的书
，这就是其中的一本。不过实话实话这套书写的都很浅显，基本上都是流水账的堆砌，好像是为了出
书而出书，我对这套书总体评价不高。
撒马尔罕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不是首都但却很重要，在历史上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撒马尔
罕城先后处于波斯人，希腊人，康居人，月氏人，贵霜人的统治之下，和所有的历史城市一样都是经
历了无数的劫难，杀戮和在建设的辉煌。似乎一次次的被摧毁，一次次的获得新生就是整个人类的宿
命。
在帖木儿时期，撒马尔罕成了为广为人知的重要的都市，因为帖木儿这个人实在是太牛逼了，牛逼到
什么程度？当时的大明王朝的皇帝是朱棣，他都不放在眼里，不但扣留使臣，而且率大军去进攻大明
，当时的明朝刚刚处理完靖难之役，估计实力也很强，幸亏在出征的时候帖木儿就死了否则两虎相斗
，必有一伤，一定又是个生灵涂炭的悲惨时刻。
当时统治这个地区必须是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否则就没有合法性，帖木儿是突厥人，按理说根本不
是成吉思汗这伙的，为了能合法的统治该地区，他先扶植了一个傀儡大汉，而且又娶了黄金家族的公
主为妻，最后问鼎最高统治者，因为他实力太强大了，所以在帖木儿统治期间并没有什么大的乱子，
但是却埋下了伏笔，是继续按照成吉思汗的规定按照蒙古人的方式来统治，还是按照伊斯兰教法来统
治？因为在当时毕竟已经全盘伊斯兰化了。这个问题抛给他的孙子兀鲁伯，也是导致其被杀的主要原
因。其实我觉得就算他选择了伊斯兰教法统治，一样也被杀，因为不听话，有自己的想法。
一个人过于强大，后果往往就是自己的子孙没有他那么伟大，无力来维持这个大帝国，成吉思汗死了
他的帝国轰然倒塌，亚历山大死了，帝国被他的几个部将瓜分，还有那个查理曼大帝，去世之后帝国
分裂为，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历史是多么的相似啊。帖木儿死后，帝国转入衰落，他的后代
巴布尔被昔班尼击败离开了撒马尔罕，从而向南征服了印度，建立了另外一个大帝国---莫卧儿帝国。
后来撒马尔罕被沙俄征服，十月革命之后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国，经济上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在后
来苏联解体，乌兹别克斯坦独立。迎来了新的篇章。现在航空铁路发达，这个中亚丝绸之路上著名的
城市，已经无法起到中转站的作用，但是他的历史犹在，他的文化依旧散发出金桃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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