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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研究-丝绸之路》

内容概要

《丝绸之路古道研究》为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之一。丛书除了保留原有的几种选题之外，又从全国已出
版或待出版的研究成果中，遴选了20余种有代表性的选题列入丛书，丛书以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绿
洲丝绸之路为主线，以西域研究为重点，注重突出学术著作的创新性和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内容涉及
考古、历史、民族、宗教、文化、艺术等多学科领域。由于入选的研究成果在出版时间上跨度较大，
此次再版前均由作者对书稿内容做了全面修订，有的甚至做了重大修改，补充了新的资料，借鉴了新
的研究成果和观点。
为了使读者了解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进展情况，我们特邀请中西文化交流史著名学者、苏州大学教授
沈福伟先生和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先生为丛书撰写了序言。文中的精辟论述和真知灼见，是读者开启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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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研究-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

丁笃本，汉族，1950年9月生，湖南攸县人。1982年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先后在湖南师范
大学、广东韶关学院、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任教授。长期从事世界历史和国际问题的教学与研究，
已出版《世界之发现》、《红旗落地》、《苏联政体与官制史》、《中亚国际关系史》（合著）、《
中亚通史·现代卷》、《中亚探险史》等多部著作，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

Page 3



《古道研究-丝绸之路》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学研究(总序一)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总序二)第一章 丝绸之路古道
辨析第一节 丝绸之路概念与走向辨析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地域范围和时间界限第三节 丝绸之路古道研
冤的意义第二章 丝绸之路形成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第一节 丝绸之路形成的自然环境第二节 丝绸之
路形成的社会因素第三章 丝绸之路的初步开辟第一节 上古中国西北丝绸之路的探究第二节 草原丝绸
之路与斯基泰人大迁徙第三节 亚历山大远征及其地理发现第四节 以波斯为枢纽的上古东西交通大道
第四章 丝绸之路的全面开通第一节 张骞两次通西域及其意义第二节 两汉时丝绸之路诸道走向第五章 
丝绸之路的继续拓展第一节 公元1～6世纪的丝绸之路第二节 佛教僧人和北魏使者的丝绸之路旅行第三
节 丝绸之路线路的拓展，第六章 丝绸之路的空前繁盛第一节 公元7-12世纪丝绸之路概况第二节 玄奘
等人沿丝绸之路的远行第三节 阿拉伯旅行家对丝绸之路的探索第七章 丝绸之路的全线畅通第一节 蒙
古帝国西征和中国旅行家西行第二节 西方旅行家沿丝绸之路的东行第三节 公元14～15世纪丝绸之路第
四节 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第五节 古代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对中国的认识第八章 丝绸之路的相对衰落第
一节 地理大发现对丝绸之路古道的影响第二节 丝绸之路旧道的阻断和新道的开辟第三节 西方探险家
对丝绸之路古道的考察发现参考文献图版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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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研究-丝绸之路》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历山大随从们的记载以外，阿里安还充分利用了塞琉古王朝驻孔雀王朝使节米伽西尼
斯的作品，并且给《亚历山大远征记》专门辟出一卷来描述印度。与希罗多德时代相比，亚历山大及
其后继者对印度的了解要广泛深入得多，他们的眼界从印度河流域向东扩展到了恒河流域。即便对印
度河流域的介绍，阿里安也要比希罗多德详细得多，也准确得多，因为他的描述直接取材于亲自考察
过那里的希腊学者与将军们的记载。可能是受了某些希腊学者的影响，亚历山大起初以为尼罗河发源
于印度，而印度河就是尼罗河的上游，因此探测尼罗河之源很可能是亚历山大向印度河进军的动机之
一。后来亚历山大从当地人那里得知印度河南流人海，与尼罗河毫不相干，这才相信当年西拉克斯的
航行确有其事，并且命令尼阿卡斯重复这样的航行。正因为如此，阿里安才可能大体正确地指出：“
这条河发源于帕拉帕米萨斯山（或称高加索山）的西侧，向南注入印度大海。”阿里安对亚历山大大
军征战过的印度河上游及其四条支流的情况相当熟悉，介绍也更加详细。在这个名叫“五河”的地区
萨他吉地亚，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着印度河、希达斯皮斯河（今杰卢姆河）、阿塞西尼斯河（今杰纳布
河）、希德拉欧提斯河（今拉维河）、希发西斯河（今萨特累季河）。阿里安不仅描述了这些河流的
一般特征，而且清楚地指出，四条支流并不是各自直接流入印度河，而是先汇集成一条大河再注入印
度河。阿里安说印度河总共接纳了15条支流（包括右岸的重要支流科芬河，即今天的喀布尔河），在
下游分成两条水道人海，形成了类似于尼罗河那样的三角洲。印度河水量很大，是仅次于恒河的欧亚
大陆第二条大河。阿里安认为恒河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即便是埃及的尼罗河或流贯全欧洲的伊斯
特河（多瑙河——引者注）跟恒河比较起来，它们的流量简直不值一提。甚至可以说，即便把这两条
河加在一起，连印度河都比不上。”阿里安给恒河与印度河所定的地位，在当时希腊人所知道的世界
范围内情况的确是如此。阿里安对恒河流域的情况明显不如印度河流域熟悉，所以不少事物介绍得不
是很清楚，尽管比希罗多德要清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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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研究-丝绸之路》

编辑推荐

《丝绸之路古道研究》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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