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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丝绸之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
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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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北海（1915-1999年），江苏无锡人。
1937年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毕业，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
长期从事新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主要著作有《西域历史地理》（第一卷、第二卷）、《哈萨克族文化史》、《哈密、吐鲁番维吾尔王
历史》（合著）、《新疆岩画》、《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
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获全国高等院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新疆大学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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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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一章 先秦时期
的龟兹第一节 母系氏族社会第二节 父系氏族社会第三节 龟兹人种与敦薨语(吐火罗语)第二章 两汉时
期的龟兹第一节 龟兹王都延城及伊逻卢城的位置第二节 匈奴对龟兹的统治第三节 龟兹王室为汉朝统
一西域第四节 匈奴勾结龟兹权贵扩张势力第五节 龟兹白氏王族的兴起第六节 龟兹白姓来源第七节 龟
兹的政治制度第三章 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第一节 西汉统一西域第二节 东汉对龟兹的统治第三节 两汉
时期西域都护府位置变动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龟兹第一节 龟兹与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关系第二节 
龟兹与高车王国的关系第三节 龟兹与噘哒国的关系第五章 突厥、吐蕃对龟兹的统治第一节 突厥对龟
兹的统治第二节 吐蕃对龟兹的统治第六章 唐代安西都护府、四镇节度使的设立第一节 安西都护府的
设立第二节 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大都护府第三节 安西大都护府建置垂为定制第四节 安西大都护、四镇
节度使的历史作用第五节 安史之乱后的安西军政第六节 安西大都护府在龟兹地区的军政设施第七章 
龟兹疆域及中原平叛第一节 龟兹疆域第二节 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统领西域军第八章 龟兹回鹘第一
节 回纥汗国疆域的西部范围第二节 漠北回鹘西迁龟兹第三节 龟兹回鹘的政治经济第四节 龟兹回鹘与
北宋的关系及商贸往来第九章 龟兹经济第一节 封建土地制度第二节 农业第三节 畜牧业第四节 手工业
第五节 商业与货币流通第十章 汉唐时期龟兹的屯田第一节 西域屯垦第二节 汉代在龟兹的屯田第三节 
唐朝在龟兹的屯田第十一章 龟兹宗教第一节 袄教传入龟兹及其发展第二节 摩尼教传入龟兹及其影响
第三节 佛教的产生及其传入龟兹第四节 道教传入龟兹及其影响第五节 景教传入龟兹及其活动第六节 
藏传苯教传入龟兹第十二章 龟兹佛教文化第一节 佛教传入龟兹的路线及大、小乘教的区别第二节 佛
寺第三节 龟兹高僧第十三章 龟兹石窟及其壁画第一节 龟兹石窟第二节 本生、佛传、因缘、供养故事
壁画第三节 龟兹石窟壁画中的佛教人物画第四节 龟兹菱格画的来源及其特色第五节 龟兹石窟壁画中
裸体艺术溯源第六节 龟兹古代的生殖崇拜文化第七节 龟兹石窟的动植物画第十四章 龟兹文学与艺术
第一节 文学第二节 音乐第三节 舞蹈第四节 戏剧第五节 绘画第六节 雕塑第七节 服饰参考文献图版目
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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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龟兹城邦国与西域其他城邦国一样采用中央集权制，而不采用城邦自治或联邦自治，
是由地理及社会经济情况所决定。
首先由于丝绸道上商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大小城邦间的联系，随着各城邦经济、军事实力的加强和
政治的需要，大都有兼并其他城邦的欲望，形成了大绿洲之间的对抗，从而城邦政治转向地区性政治
，这样只有实行中央集权制，才能增强对抗的政治需要。
丝绸贸易给丝绸道上各城邦国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奢华，并给统治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
龟兹是丝绸道上大国，更在频繁的商业贸易中，获取了巨大收益。
更时刻想扩大势力范围，垄断丝绸贸易，从而不断加强中央集权。
而在汉唐盛世直接统治下的龟兹王室，目睹汉唐中央所采取的中央集权政治，使国防和统一都收到了
巨大效果，这也自然影响着龟兹王室的政治体制。
龟兹政治制度的形成，在其本身原有的传统基础上，受到匈奴、汉唐和突厥等政制的影响形成了为龟
兹所独有的政治体制。
首先说龟兹的最高统治者称王，这就不同于匈奴的单于、突厥的可汗制，显然是受汉文化影响下的称
呼。
在王之下的政治体制，据《汉书·西域传》称：“龟兹国，王治延城，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
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
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
”这些官职名称显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由于龟兹先受匈奴的统治，那时匈奴征服龟兹后，即在西域各国中培养亲信，设置官职，用以掌握各
国的实权。
《汉书·匈奴传》称：匈奴“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
都侯⋯⋯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日万骑⋯⋯诸二十四长
，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之属”。
这种匈奴的官职像一部军事机器一样，是以军事为主、军政合一的一种指挥机构，因此它也强迫受它
统治的西域各国采用它的官制和官职名称，并一起拖上了匈奴军事政权的战车。
因而上述的龟兹官职中的大都尉丞、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均系采自匈奴官制。
匈奴官职一般都设左右各一人，现在留存下来的匈奴岩画中所绘牛、马、羊等动物也是左右对称的形
象很多。
这些官职的主要任务大概是：大都尉丞，辅助国王处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大事，相当于中央
王朝的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实权的人物。
其余的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都是武职，也可说明当时匈奴对龟兹采用军事统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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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丝绸之路:龟兹研究》是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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