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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文化力量消化与中亚政局变化研究》对文化力量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文化力量是一种文化的
吸引力和感染力、政治制度的生命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民族的凝聚力、国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在此定义基础上，《全球文化力量消化与中亚政局变化研究》分六章围绕着如下几个中心问题进行了
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影响中亚政局变化的全球文化力量因素、影响中亚政局变化的消极文化力量因素、“颜色革命”的实
质及其经验教训、文化及文化力量概念在本研究中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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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金国，1971年出生，甘肃省甘谷县人。
1993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
1993-1996年在甘肃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从事外贸翻译。
1996-1999年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
1999以来，在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从事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研究和教学工
作。
2000-2003年在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习，获博士学位。
2002-2003年在哈萨克国立大学访学。
2004-2007年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
2006-2007年在哈萨克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任中方院长。
2009年受聘为上海外国语大学211特聘兼职教授。
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译著4部：《阿富汗焦点和中亚安全问题》（合译）、《哈萨克
跨国民族社会文化比较研究》（合著）、《多种文化力量作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独著）和《反法
西斯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研究》（独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规划项目1项.承担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子项目1项，获博士后流动基金资助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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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冷战后全球文化力量的消长变化第一节 苏联的解体与俄罗斯文化力量的总体下降第二节 
社会主义阵营的坍塌与西方文化力量的飙升第三节 宗教复兴运动与伊斯兰文化力量的上升第四节 中
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及其文化力量的增长第二章 中亚各国独立以来的政局变化第一节 独立初期中亚政
局的总体状况第二节 稳中有进的哈萨克斯坦第三节 进退维谷的吉尔吉斯斯坦第四节 乱中求和的塔吉
克斯坦第五节 特立独行的土库曼斯坦第六节 外强內危的乌兹别克斯坦第七节 中亚各国政局变化比较
及其前景展望第三章 全球文化力量在中亚地区的消长态势第一节 伊斯兰文化力量——填塞宗教真空,
激发文化情结第二节 俄罗斯文化力量——心有余而力不足,总体呈现颓势第三节 突厥语民族文化力量
——大造泛突厥意识,收效甚微第四节 西方文化力量——借反恐进入中亚,巧取地缘主动权第五节 中亚
五国理性应对多元文化第四章 全球文化力量消长对中亚政局变化的影响第一节 苏联解体与申亚独立
第二节 俄罗斯甩“包袱”,中亚全面投向西方第三节 西方欲进还退,申亚逐渐转向务实第四节 泛突厥主
义趁势而动,各国表现前热后冷第五节 宗教文化复兴,民族传统精神回归第六节 美国全面进入,中亚政局
直面多种文化力量的挑战第五章 全球各种消极文化力量因素在中亚的表现第一节 “三股势力”:持久
威胁第二节 “双泛”思潮:先热后冷第三节 霸权主义:欲“霸”不能第四节 大俄罗斯主义:欲退还进第五
节 中国威胁论:别有用心第六节 各种消极文化因素作用下的中亚政局及中亚的应对策略第六章 “颜色
革命”——多种文化力量较量的一次演练第一节 多种文化力量在申亚“颜色革命”中的较量第二节 
“颜色革命”与俄罗斯对独联体控制力的下降第三节 “颜色革命”后各种文化力量在中亚的重新组合
第四节 “颜色革命”的实质及其经验教训第五节 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大规模骚乱及其相关问题结语参
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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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中亚独立近20年，各国政局变化突显全球文化力量的消长。
苏联解体，中亚各国独立，这一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潜在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成为全球力量“追逐”
的对象。
反过来，所有这一切又无不影响着中亚政局的变化及其外交政策的趋向。
近年来，国内对中亚地区的突发性事件，诸如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乌兹别克斯坦的
“安集延骚乱”和2010年的“吉尔吉斯骚乱”等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层出不
穷，某些观点和结论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中亚问题有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然而，所谓的突发性事件，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它们是全球文化力量在该地区多年碰撞和较量的集
中体现。
从表面看，如系列“革命”、“骚乱”不能不说是突发性事件，但是如果将其置于整个中亚近20年政
局变化的大框架之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亚政局的变化就是由这大大小小的诸多突发性事件综合
连贯而成的。
如果再将中亚政局的变化置于全球文化力量消长的大背景之下，那么我们就会更加理性、理智地认识
到，这种变化是全球文化力量在后苏联空间消长的必然结果，是一种长期的存在。
系列“革命”、“骚乱”可以说是中亚国家政局变化中的大事。
这些“革命”、“骚乱”也在中亚引起了广泛的震动，同时也使中亚周边国家民众的心理产生了波动
。
然而，就其实质，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政局走势的一个阶段，是全球文化力量与中
亚各国政局在后苏联空间互相作用的具体反映。
这是因为，在每次突发性事件之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外界不同力量，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和俄
罗斯两种力量的公开或暗中较量。
本书对文化力量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文化力量是一种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政治制度的生命力、
价值观的感召力、民族的凝聚力、国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在此定义基础上，本书分六章围绕着如下几个中心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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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文化力量消化与中亚政局变化研究》：中亚与西北边疆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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