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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亚文明史（第3卷）》论述的年代从公元三世纪直到八世纪。
在这一时期，各种政治事件，交战的王朝和民族运动相互交织，形成一幅纷繁的画面，而社会、经济
和文化的动乱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时代产生了萨珊伊郎（224-651年）和中国唐朝（618-907年）等强盛的帝国，其他许多较小的领地
和国家也纷纷建立。
游牧民族掀起了移民浪潮，草原帝国（勾奴、口厌哒、突厥等）的出现不仅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留下
印迹，还常常向定居区域蔓延，在定居人口中增加了新的民族成分。
这种多民族共存的社会在道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萨满教等伟大的宗教传统中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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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第二章萨珊伊朗——经济、社会、艺术和工艺    N．N．切尼金    A．V．尼基廷    第一部分    政
治史、经济和社会    (N．N．切尼金)    伏洛加塞斯四世可能死于公元208／209年前后，此后他的两个
儿子阿达范五世(阿塔巴努斯)和伏洛加塞斯五世互相争夺帕提亚王位。
阿达范统治伊朗中部，而伏洛加塞斯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在塞琉西亚铸造钱币。
这两兄弟之间的冲突一直延续到帕提亚王朝统治结束之时。
在罗马，公元211年，卡勒卡勒继承了他父亲塞普蒂米厄斯·西维勒斯的王位，帕提亚的虚弱招致了罗
马的侵犯，在这次侵犯中，米底的一大部分被劫掠一空，阿尔贝拉的帕提亚陵墓被挖了祖坟。
虽然阿达范成功地击败了卡勒卡勒的继位者马克林努斯，但是对罗马的战争和内乱已经使帕提亚帝国
精疲力竭。
根据西蒙内塔的著作，现在我们知道，阿达范没有铸造过四德拉克姆的钱币，因为他没有控制过塞琉
西亚。
    公元前四世纪初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以后，波斯人的故乡法尔斯地区先成为塞琉古王朝，后来成为帕
提亚王朝的属国之一，由几个当地的王公统治。
波斯王国从公元前280年到公元200年间几乎不问断地发行钱币，使用的称号先是prtrk’(Fratamka，即
总督)，后来是MLK’(王)。
三世纪初帕提亚王室内部的冲突以及对罗马的战争削弱了中央的权威。
    虚弱的帕提亚王朝统治的最后年代里，波斯的一位杰出的国王是巴兹兰吉家族的戈奇赫尔，尽管他
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钱币上。
萨珊王朝是用萨珊此人的名字来命名的，萨珊可能是伊斯塔赫尔城阿杜尔一阿那希塔神庙的主要祭司
。
他的儿子或后裔帕佩克(靠近波斯波利斯的纳克希·鲁斯坦的琐罗亚斯德克尔白的沙普尔大铭文中，提
到了萨珊和帕佩克，但是，没有把他们列入萨珊王族的世系之中)继承了他，这个家族打败了当地的总
督们，废黜了戈奇赫尔，从而赢得了更大权势。
帕佩克的名字出现在钱币上，使用MLK’(王)的头衔。
根据阿拉伯历史学家泰伯里的记载，阿达范五世要求帕佩克服从其威权，把自己的儿子阿达希尔送到
朝廷上去，但是帕佩克拒绝了。
帕佩克去世时，由其长子沙普尔继承王位，但他没有得到自己的弟弟阿达希尔的拥戴。
但是，沙普尔在波斯波利斯的一次事故中丧生，阿达希尔成了这个地方王朝的首领。
    根据沙普尔一世的比沙普尔铭文，阿达希尔于205年称王。
一系列钱币上显示他头戴帕提亚冠冕，这可能是为了庆祝此事而铸造的。
阿达希尔后来在伊朗西部作战，约于222年征服了苏西亚那(Susiana)和埃利迈斯(Ely—mals)。
帕提亚的属国查拉森((~haracene)(梅森[Meshan])被占领，任命了一个新的总督。
在著名的奥尔米兹达于(位置不明)之战中，阿达范五世被打败，并被杀，这场战斗发生的时间可能会
不晚于224年。
    在惨败之后，阿萨西斯人(Arsacids，即帕提亚人)的残部逃入山区，抵抗了一阵。
以《穆吉马尔·塔瓦利赫》(Mujmal al-Tawarikh)中的证据为基础，维登格伦提出，当阿达希尔进军首
都泰西封(Tespon)时，靠近尼哈旺德(Ni-havend，)附近发生过第二场战争。
根据泰伯里的记载，阿达希尔向厄克巴丹(哈马丹)进军，然后征服了亚美尼亚(Armenia)和阿迪阿
本(Adiabene)(摩苏尔[Mosul])，226年他进入首都，自封“众王之王”(shahanshah)，开始了他的正式统
治。
他下令在纳克希·鲁斯坦的岩石上刻了一座浅浮雕以示庆祝(图1)，并发行钱币，钱币上的他戴一种新
的王冠(图版I，3)。
   现在一般承认，阿达希尔曾几次打败阿达范五世，推翻了一些生活在帕提亚统治下的地方小王公，
重新任命本家族的成员为总督取代他们。
但是，如果泰伯里的记载是正确的话，那么，东方的一场战役应该发生在阿达希尔一世统治期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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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了塞斯坦(现代的锡斯坦[sistan])、阿巴尔沙赫尔(尼沙普尔)、谋夫、巴里黑和花剌子模。
现在一般认为，伊朗新王朝的兴起推翻了大贵霜人，至少推翻了他们的西部地区的统治。
根据泰伯里的记载，贵霜王(可能是韦苏提婆一世)曾派出一个求降的使团。
无论如何，贵霜王国是分裂的，他们的帝国在巴克特利亚和喀布尔谷地的核心部分已经被置于萨珊王
朝控制之下。
萨珊王朝派遣到这些被占领土上的统治者今天称为贵霜萨珊总督，虽然他们开始发行钱币的日期尚不
明确。
看来在这个时期，萨珊诸王对这些主要省份是定期任命总督的。
    沙普尔一世帝国版图的东方疆界可以从琐罗亚斯德的克尔白正面铭文的内容中得知。
这个铭文用三种语言写成：即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和希腊语，列举了260年前后萨珊帝国的各个省份
。
它显示，沙普尔已经在与罗马人的战斗和在外高加索的战斗中取胜，在他的统治下，萨珊王朝在东方
控制的版图也得到了扩张。
铭文的第二部分是对帝国的描写，说明沙普尔已经拥有谋夫、赫拉特、全部的阿巴尔沙赫尔、克尔
曼(Kerman)、塞斯坦、图兰(Turan)、马克兰(Makran)、帕拉丹(Paradan)、信德(Hind，今Sind)，以及
远至白沙瓦(pshkbwr)的贵霜沙，直抵喀什(Kash)、索格特和赭时(喀什噶尔、索格底亚那和塔什
干[Tashkent])的边界。
这一段铭文也列举了坐落在帝国东部的所有省份。
在提到贵霜人的时候，沙普尔表明了他在东面和东北面所控制的范围。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在这个省份名单上没有出现花刺子模地区，其实它在阿达希尔一世统治时期已经
被萨珊人所征服。
泰伯里曾提到一场阿达希尔征服花刺子模和戈尔甘等地的战役。
根据《阿尔贝拉编年史》(Chromicle of Ar-bela)(其可靠性尚有争议)，对花刺子模的最后进攻发生在阿
达希尔统治的239／240年。
    贵霜沙(贵霜王)作为萨珊王朝诸侯的称号而出现，说明大贵霜王已经被击败。
沙普尔一世的胜利明显地结束了大贵霜王的统治，把他们的王国分割成南北两个部分。
贵霜人的支系统治着南部，即印度河以东，他们称为穆龙达(Murundas)。
贵霜领土的北部，即核心部分则成了萨珊帝国的一个省份。
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    沙普尔二世(309—379年)曾发动十年之久的战争对付入侵者，阿米安努斯·马
尔塞来努斯(XVll，5)把这些入侵者称为匈尼特人。
沙普尔在战争中明显获胜，设法将入侵者置于自己的威权之下，稳定了他的东部边界。
沙普尔的凯旋当发生于360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很显然，这时阿巴尔沙赫尔城已经建立，并用作他司令
部的驻地。
他成功地控制了匈尼特人，与他们缔结了联盟，条件是匈尼特人帮助沙普尔进行反对罗马人的战争。
根据阿米安努斯·马尔塞来努斯亲眼目击的记载(XVIII，7．1．2)，360年他围攻阿米达(Amida)要塞(
今土耳其东部的迪亚巴克尔[Diyarbekir])，匈尼特人在其国王格龙贝茨的率领下支持了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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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费德里科·马约尔    教科文组织在其《组织法》中宣布的目标之
一，便是“发展及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手段，并借此种手段之运用促成相互了解，达到对彼此之
生活有一更真实、更全面认识之目的。
”1968年出版的《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是教科文组织早期的一项重大举措，旨在大力宣扬世界各国
人民对人类历史的特殊贡献，加强他们对集体命运的意识。
这部世界性的历史巨著目前正在进行重大修改，而紧接其后则是一系列区域性出版项目，其中包括《
非洲通史》以及尚处于计划阶段的关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论述伊斯兰文化方面的史学著作。
目前推出的《中亚文明史》也是这一扩大的出版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教科文组织将中亚列为这套区域性史学著作的第二部，是恰当的。
因为，中亚地区与非洲一样，其文化遗产往往不能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主要焦点。
但是自远古时代起，该地区就是欧亚大陆人口流动的发生地。
尤其是古代和中世纪世界，其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里海到蒙古高原这片广大地区延续不
断源自草原、沙漠、绿洲和山区的各族人民。
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提到的基密里安人，希罗多德描述的斯基泰人，因其不断进犯而迫使中国皇
帝修筑长城的匈奴，公元六世纪将其帝国扩大到拜占廷边界的突厥人，古代中国声名远扬的契丹人，
一直到十三世纪突然出现在世界历史中的成吉思汗统治的蒙古人，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共同为欧亚两
大文明界定了范围，考验了其勇气和耐力。
    仅仅用游牧民族的文化来认定中亚各族人民是不够的。
因为这样就忽略了中亚地区内部游牧与定居之间，畜牧者与务农者之间复杂的共生现象。
而最主要的是忽略了中亚地区一些大城市的出现，如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希瓦，它们都建于中世纪晚
期，后成为智力探索和艺术创造的杰出中心。
哲学家兼科学家阿维森纳(布哈拉人)的重要著作以及帖木儿王朝那些永不过时的建筑艺术精品，集中
体现了中亚地区草原和沙漠上中世纪文化的繁荣昌盛。
    中亚文明当然不是从虚无中发展而成。
伊斯兰的影响无处不在，且根深蒂固。
欧亚大陆周边的伟大文明也对这片土地产生过重要影响。
在大约1500年的时间内，这片贫瘠的内陆之海——远离地球上真正的海洋——一直是沟通中国、印度
、伊朗和欧洲的商路(主要是丝绸)和思想之路的关键地区。
伊朗的文明中心虽然地处西南亚，但它的影响特别强，以致于有时竟难以明确界定伊朗本土文明与中
亚边远地区的文明。
    中亚地区民族的多样性也因此而受到多重的外来影响。
千百年来，该地区不断涌入外来的艺术和思想，撞击着中亚固有的模式并逐渐与之融合。
移民和经常发生的军事入侵的冲击，使一些民族和文化或融合，或取替，致使这片广大地区始终处于
流动状态。
    世世代代人口流动的收缩和扩张更增加了界定这一地区的困难，因为仅靠其地表无法得出明确界限
。
因此当教科文组织第十九届大会决定出版《中亚文明史》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界定该地区的
范围。
后来在1978年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商定，对中亚的研究应针对有关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地区、巴
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区、中国西部地区、蒙古和前苏联的几个中亚共和国的文明。
本部历史所用“中亚”这一名称即指这一地区，与可明确辨别的文化和历史现实相符。
    教科文组织号召专家，尤其是中亚地区当地学者参与这项工作，并得到广泛而慷慨的响应。
学术界认为这一项目是拉开长期遮蔽中亚的帷幕的极好机会。
然而，这项任务工程之浩大是谁也不会怀疑的。
    1980年成立了一个特设国际科学委员会，对这项工作进行计划和筹备，并商定出版六卷本中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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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古时代一直写到今天。
该委员会最初的工作是决定眼前这幅宽阔的画布上哪一部分应最为突出。
通过适当的过程，已作出公平的安排，并选出了主编和作者队伍。
    目前，《中亚文明史》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研究和考古方面所用的各种资源都是最好的，以求工
作精益求精；在该地区各大中心查阅的编年史数不胜数。
我衷心祝愿本书第三卷和以后各卷对世界的读者有所教益，并使他们从中得到满足。
    我还要感谢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主席、报告员和各位委员，以及主编、作者和各组专家，他们通力合
作，详细叙述了中亚地区那极其重要而又激动人心的历史，使人们对该地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确信这部史学著作必将证明是对研究各国文化并使之互相欣赏的一项显著的贡献，而这些文化则是
人类共同继承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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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六卷本《中亚文明史》是全面描述中亚文明这一重大主题的首次尝次。
出版这套史书与教科文组织的宗旨完全吻合，该组织一个著名的国际专家小组多年来协同合作， 已经
进行了有关的基础研究，力图向更多的公众介绍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这一辽阔区域的文明史实。
　　六卷本《中亚文明史》将揭示中亚地区从文明之初到当今时代各种文化的兴盛和衰亡。
该地区只有很少一些地名，如撒马尔罕、布哈拉或希瓦，是公众所熟悉的：如今一些知名的专家（许
多是当地人）通过本书为我们揭开了帷幕，显示了中亚文明更加丰富多彩的一面。
从一个大的范围讲，古代和中古世界史就由欧亚腹地各族人民的迁徒而形成的，迁徒的范围从西部的
黑海一直延伸到东部的中国本土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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