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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寻找2000年前失落的华夏儿女⋯⋯公元2004年未，2500多名匈牙利公民向政府提出申清，要求政府承
认他们是“匈奴族”。
尽管这一要求后来被匈牙利国会人权、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驳回，但关于匈奴族是否在欧洲还有后
裔存在的话题再一次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1500多年前。
公元460年，最后一位匈奴政权的国王——北京国王沮渠安国在西域称王称霸16年后被西迁的柔然顺手
消灭，从此以后，这个曾经叱咤蒙古草原700多年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彻底消失了
。
他们到哪里去了?真的是完会和汉民族融为一体了吗?还是另外又找了一块乐土，正住欢乐逍遥呢?     本
书生动地介绍了他们在亚洲的奋斗史以及西行以后在欧洲所向披靡的征战足迹，勾勒出横跨欧亚的匈
奴帝国雄奇悲壮的全景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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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亚高原的地理、气候特点，构成了它的优势。
沿着这条横贯东西的绿 色草原地带，向西可以打 击欧洲，向东可以直指东北亚，向北可以越过白令
海峡进入美洲，向南可以 进攻伊朗、印度，东南则 对黄河、长江流域构成巨大威胁。
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往往速兴速亡，在崛起 之后就向南或向西掀起黑 色风暴，刮起一次次的飓风。
这种强迫性的动力，不断地把人类推向更高的 境界。
 英国学者迈金德为此请求沉迷于“欧洲中心论”的人们“暂时地把欧洲 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 亚
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 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无边无际的草原，用绿色的舌尖舔吻着蓝天的胸膛。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 见牛羊”的祥和气氛掩饰不住瑟瑟秋风吹临后的肃杀之气。
草原有博大的胸 怀，有开 阔的视野，温馨的空气，明媚的阳光。
当你看到一只雄鹰振奋双翼、搏击长 空之时，当 你眼前掠过一匹嘶鸣的战马，拖着长长的尾巴消失
在绿色和蓝色之间时，你 一定会渴 望变成一匹烈马，去感受大自然内在的节奏。
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所在，因 为它的勃 勃生机；那又是一个令人想仓皇躲避的世界，因为它有暴风
骤雪，在漫长严 冬有昼夜 几十度的温差，因为它满目疮痍。
 在亚欧大陆的腹地，大约从东经30度到120度、北纬35度到50度之间， 从黑海 向东，跨过乌拉尔山、
帕米尔高原、蒙古高原，一直到大兴安岭，就有这么 一块总面 积不下千万平方公里的空问，那里自
古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的乐土。
在这一 广阔的地 理区域内，由于远离海洋，所以气候非常干燥，降水很少，昼夜温差、季节 温差很
大， 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地带；环境十分恶劣，森林稀少，基本是干旱的草原。
 自然条件给 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只提供了一种选择，即必须经常移动，靠一块草地是无法 长久活下 去
的。
为了生存，他们逐水草而居，把整个草原当成自己的家，把整个草原 作为生存 的竞技场。
可就是这片乍看起来并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的区域，恰恰对人类历 史的发展 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北亚，蒙古高原以其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度显示着它的雄姿。
阿 勒泰山脉 是它的西端，它宛若惊龙拥向东南，直到与所谓的戈壁“瀚海”衔接。
向东 则是杭爱 山和肯特山，直至最东端的大兴安岭。
与其他中亚腹地地区不同，蒙古高原 总体上比 较平缓，几座大山也并不陡峭，除了零星点缀着腾格
里、巴丹吉林、毛乌素 等几片沙 漠外，这里分布着大片可供利用的牧场和小片森林。
在高原南端，阴山山脉 成为天然 的屏障。
这片相对平缓又封闭的空间给了游牧民族充分活动的场所。
这里是 游牧民族 最活跃的地带，是绝大多数对中国以及世界产生过强烈影响的马背民族诞生 的地 方
。
不论是匈奴、突厥，还是后来的契丹，都曾占据过这块土地，建立起自 己的草 原帝国。
 阴山以南历来是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地盘。
不幸的是，糟糕的气候总是给 游牧民族 带来无尽的灾难，特别是旱灾和白灾（雪灾），对马、牛、
羊的生存构成巨大 威胁。
一 旦遭灾，游牧民族只好南下，到定居生活的邻居那里寻求救济。
当无际的草 原、糟糕 的气候造就出的粗犷的性格和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讲究温良恭俭的柔弱性格 相
遇时，难 免会发生误会和碰撞，加上一些草原统治者的私心杂念，草原政权和中原政 权的冲突 也就
无法避免了。
这也是游牧民族向来保持进攻姿态的原因。
来自北方的压 力，成为 中原汉族政权延续了2000多年挥之不去的噩梦。
 一般来讲，有着骑射优势的草原民族总会在冲突中讨得便宜。
可风水总 归是轮流 转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旦中原政权强大起来，“扫北”就成了 一个必须完 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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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的民族往往喜欢直来直去，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向东 是浩瀚无 际的太平洋，骑马是断然
游不过去的；向北，是西伯利亚的猎猎寒风和漫无 边际的原 始森林，还不如待在原地；于是，向西
成了唯一的选择。
因此强盛时向南、 衰落时向 西成为草原民族迁徙的一条无法回避的历史规律。
 由此向西进入中亚，眼前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中亚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沙 漠和草原， 它在地理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几乎完全隔绝了来自海洋的影响，
大部分地区异 常干燥。
沿 锡尔河与天山一线，中亚北部地区虽然有部分地区比较干旱，但大部分地区 还比较湿 润，提供了
广袤的牧场供游牧民族生活。
天山南部地区却非常干燥，塔克拉 玛干沙 漠占据了塔里木盆地的绝大部分地区。
中亚地区另一显著特点是高山林立， 一条东 北——西南走向的山链将中亚劈为两半。
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把中亚大地分 割成一些 独立的绿洲与谷地，相互间或有终年积雪的高山，或有
干旱不毛的沙漠戈壁 ，穿越非 常困难。
这里的居民只能在分散的小片绿洲上生活。
在这些绿洲上建立的国 家规模都 很小，民族成分相对单一。
一旦出现气候异常变化，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国破 家亡。
不 信你就去看看楼兰，除了留在地面上的一点点遗迹，有价值的东西哪一个不 是从沙子 底下挖出来
的?统治这些绿洲国家的王朝虽然长期内争不已，但王族却很少 被替代。
它 们对外随时准备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归降某个大国做附庸，以保存王统，但 也随时准 备摆脱附庸
地位而独立自主。
 由于水利技术的熟练应用，这里从很古的时候就有了精耕细作的农业。
 除了一些 富庶城市的诱惑之外，这里对于从蒙古高原败退下来的游牧民族没有什么吸 引力。
在 这些“蕞尔小国”面前，西来的民族无疑是庞然大物。
在他们处于低谷时， 这里是他 们谋求复兴的优良的后勤补给地，等他们重新强大后，这里狭小的空
间就不 够他们腾 挪辗转了。
 在中亚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根本无法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央与地方 之间的联 系仅仅是建立在军
事征服基础上的政治隶属和赋税榨取，而各个基层政权之 间则缺乏 横向的联系。
况且中亚的任何一块大绿洲也都没有能力供养一支足以长期威 慑附庸国 俯首听命的军队。
因此，不论是匈奴、突厥、阿拉伯人，还是蒙古人都不得 不向这严 酷的地理和历史条件臣服。
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离开，另寻生存空间。
 回到蒙古高原不太现实，因为总有后来者占据他们的“故土”。
在西域 零散的农耕 文化熏陶下，他们的骑射技艺在不知不觉中被削弱了不少，回去只会自讨没 趣。
向南 是青藏高原的雪山绝域，羌藏骑士的武功更是不得了，于是只好再向西拓展 。
 幸运的是，造物主在中亚的群山之问留了几条羊肠小道，穿过阿拉套山 、穆扎特 山口，呈现在骑士
脚下的是广袤无边的吉尔吉斯草原和俄罗斯草原，向西一 直延伸到 中部欧洲。
尽管这里的绿草和呼伦贝尔草原相比实在矮了点，可如此广阔的 生存空间 对于人口并不很多的游牧
民族而言，绰绰有余。
兴奋的草原骑士重新找到自 己的乐土， 他们长啸着冲向草原的怀抱。
怀着重建幸福家园的梦想，他们一路杀去，无 人能够阻 挡，也由此在历史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巨
大冲击波。
 中亚高原的地理、气候特点，构成了它的优势。
沿着这条横贯东西的绿 色草原地 带，向西可以打击欧洲，向东可以直指东北亚，向北可以越过白令
海峡进入 美洲，向 南可以进攻伊朗、印度，向东南则对黄河、长江流域构成巨大威胁。
这里无 疑是世界 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区。
崛起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往往速兴速亡，在崛起之后 就向南或 向西掀起黑色风暴，刮起一次次的飓风
。
游牧民族的突袭给其经过的地区带 来了持续 不断的灾难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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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正是这种强迫性动力，不断地把人类推向更高的境 界。
 英国学者迈金德为此请求沉迷于“欧洲中心论”的人们“暂时地把欧洲 和欧洲的 历史看作隶属于亚
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 是反对亚 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美国学者麦高文说得更直接“倾覆罗马帝国 的动力，便 来自中亚细亚⋯⋯侵入高卢和意大利的亚洲
蛮族，虽携恐怖混乱俱来，但也 未曾长期 定居，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变局，历时甚短。
而直接倾覆罗马帝国旧制的，却 是由于日 耳曼诸族的入居帝国版图之内⋯⋯（但这些日耳曼人）不
过是一班丧胆的逃难 者。
这 些哥特部落并非不畏惧罗马的大军，可是他们更畏惧突然出现于他们面前的 来自中亚 的狂暴的乘
马战士。
因为这种恐惧，才驱使他们冲破罗马的防线，而普遍侵 入罗马各 省。
”这里所说的亚洲蛮族，就是本书要呈现给大家的离开故土的华夏儿女 ——西迁的 匈奴族。
P5-8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匈奴帝国传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