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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元1486年，一个名叫巴托罗缪·狄亚斯的葡萄牙人乘船第一次航行到今天的非洲南端。
他把他登上陆地的地方叫做“暴风角”。
回去后，他向国王汇报，国王说：“不，你发现的不是‘暴风角’，而是‘好望角’。
”14 92年10月，一位名叫哥伦布的意大利航海家想从地球上找到富饶的中国、印度，但他的航船却意
外地撞到了今天的美洲大陆。
1519年，费尔南多·麦哲伦从今天的西班牙横渡大西洋，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环球航行，探寻
到一条从欧洲到美洲，从美洲到亚洲和非洲的交通线路。
于是，这些人便被认定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探险家。
历史学家把哥伦布看作是“新大陆的发现者 ”，把麦哲伦称作“最伟大的航海家”。
虽然，麦哲伦最终以他的暴行被菲律宾人杀死了。
     人类社会之所以进步、发展、提高，重要原因是人类总在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各项探索。
狄亚斯、哥伦布、麦哲伦所进行的也是一种探索。
这种行为就是走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去探寻目标。
因为这种行为总伴随着自然或人为的危险，所以，人们又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探险”，把从事这类活
动的人称之为“探险家”。
     纵览人类的探险史，我们会从中发现探险家的目的、动机甚至机遇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如果我们摒除探险家各自的目的和政治动机，单纯从他们的成果和记录下来的知识而言，我们
就会相信，探险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
哥伦布、麦哲伦这些人的探险活动，其结果是促进了各大洲之间交通的发展，加速了世界各大洲之间
的互相认识和了解。
     世界认识亚洲、亚洲认识世界，同样首先是通过一批有勇敢精神的人们的探险活动而实现的。
特别是世界对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所历途
径，都是一样。
第一个来中国，并且把中国文明介绍给欧洲的人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那时是中国的元朝。
而在这之前，中国晋朝的大僧人法显已经从陆上沿着“丝绸之路”，走到了印度各地及今天的斯里兰
卡，又由斯里兰卡从海洋上漂到今天的山东半岛。
他的动机是取经和参佛，但他身上所具备的却是探险精神。
公元7世纪，我国唐朝的、至现在还被世界津津乐道的大僧人、大法师玄奘又沿着前人的足迹，踏上
所谓的“死亡之海”、“高原禁区”，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千难万险地从长安走到印度半岛的最
南端，历经十三年，然后又回到唐太宗李世民治理下的中国长安。
中国的旅行家、探险家的著作，给中国提供了认识外界的知识。
甚至还给印度人认识他们自己的历史提供了连他们本国也没有记载下来的实录。
请看，事物的因果关系岂不是十分明白吗。
     人类依靠自然的生存环境而生存、繁衍。
一个群体，最初形成在一个环境优越的地方，他们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部落、一个民族。
他们被海洋或者高山、大川隔绝，外界想触探他们那儿，就要探险；同样，他们要了解外部世界，也
要探险。
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人们从电视上就可以看到在法国举行的’98世界杯足球赛现场直播，与法国
人共同欣赏足球明星漂亮的射门。
但在人类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的那些年代，不通过探险是绝对了解不到另一个天地的真正面目的。
大至一洲与另一洲，小至一国家与另一国家；此一地到彼一地，此一族到彼一族，应该说都是这样的
。
探险家的实地访问记就是那个时代的“现场直播”!到亚洲大陆各地进行过探险，并且写下探险记录的
那些人的著作，也是被考察地区地理和人文景观的“现场直播”。
   19世纪的下半叶和20世纪的上半叶，特别是20世纪的头一二十年里，是亚洲探险的又一个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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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险者之中，论洲别有欧洲人、美洲人和亚洲人；论国别则有英国人、普鲁士人、瑞典人、法国人
、俄国人、美国人、匈牙利人以及日本人等；论探险者们所从事的专业，则有考古学家、登山家、动
植物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僧侣、地理学家以及记者、旅游者等等。
他们的足迹所至，东起库页岛，西到伊朗，北到西伯利亚的南部各地，南至缅甸、印度北部。
我国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以及云 贵高原无不成为他们探险的目标。
这些地方的名山大川、荒漠戈壁、少数民族聚居区、古代城镇遗址无不印下那些外国人的足迹。
其中，以“丝绸之路 ”命名的古代欧亚大陆桥沿线各地更是探险家们竞相追逐的热点地区。
通过这些人的探险和发掘，一批高山被征服了；一些被称之为“生命的禁区”的地方被他们越过了；
哈拉浩特、高昌、交河、楼兰、尼雅等一批古代城镇或烽燧遗址被他们挖了又挖，掘了又掘；敦煌莫
高窟、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库车的库木吐拉千佛洞等佛教艺术洞窟被
他们考察了个遍。
成千上万的文物被发现或挖掘出来。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一举成名，一鸣惊人，成了当时轰动世界的人物；有的人被本国、第二国甚至第三
国聘为院士之类的专业职务，甚至为他铸造了纯金像。
主要原因，说简单一点就是此人探了“险”，得到了他们国家官方或私人无法得到的知识。
     从事物的本质上看，亚洲当然是亚洲人的亚洲，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亚洲的社会进步是亚洲人应当做的事情，中国的发展也只能由中国人推动。
今天的亚洲已经不是八九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以前的亚洲，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或北洋军阀那个时
代的中国。
但是，今天的亚洲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今天的中国包括中国的各个边疆地区也是从那个时代走过
来的。
那个时代的亚洲是个什么样子?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的边远地区是什么样子?这就不能以今天的繁荣
去推测了。
比如拿丝绸之路重要路段的塔里木盆地而言吧，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四周城镇林立，绿洲连片，有高等
级的公路和方便的食宿。
那么，当年呢?当年是否也是这样的繁荣和发达呢?对此，今天的我们无论是谁也不可能用三言两语就
能说清楚。
那么，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呢?办法只有一个，去阅读研究专著和探险家的见闻吧。
而学术专著并非普通人能读到或读得懂，而探险著作就不同了，它大都是见闻、历程的直接记录，好
读、有趣、易懂。
对于学术界人士不可或缺，对于普通求知者也不是天书。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来亚洲探险的探险家们，大多数人都有大块大块的文章，一大部一大部的著作
。
他们的著作记的都是他们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事物。
从回首过去、增长知识的角度来说，这些著作都是难得的资料。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著作翻译成中文者为数极少，我们所见者仅系风毛麟角。
为了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知道昨天亚洲各地区，特别是让读者能够广泛地知道昨天的我国各个角落的社
会状况和地理景观，我们决定组织一定人力，投入一定财力，把一些比较好的亚洲探险著作译成中文
，奉献给广大读者。
     亚洲探险的著作很多，语种各别，优劣不一。
我们所选者皆是那些严肃认真的，知识性、科学性较高的。
总之，我们并不是白菜、萝卜一把抓，而是尽量选择其中的最精彩者。
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探险者的看法和我们并不相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我们认为这无关宏旨。
我们现在不也是经常要听一听外国人是怎样看我们的，那么，我们听一听昨天的外国人对昨天的我们
说些什么，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相信，这样看待问题，我们的读者和我们是一定能够取得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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