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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主要叙述16世纪以后至1914年约400年间中亚的历史。
这是性质完全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一段历史。
中亚的近代史，为何要从16世纪开始叙述呢？
这是基于以下的一些考虑。
从全世界的情况看，16世纪是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
在其推动下，发生了宗教改革、德国农民战争和尼德兰革命等这样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
这些都表明，世界历史已经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正如马克思说的：“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
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
”[1]“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
的事情。
”[2]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市场经济的发达。
而市场的扩张必然要超出国家的界限，把整个世界卷进来。
在这种局面下，中亚地区是不能置身于世界趋势之外的。
欧亚大陆诸国，都是旧帝国瓦解的产物。
如中亚诸汗国是蒙古察合台汗国分裂的结果，而俄罗斯帝国则是摆脱金帐汗国的统治而成长起来的。
但是，俄国和中亚诸国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17世纪后期，俄国像中亚诸汗国一样也是一个封建国家，不但工业没有发展起来，也没有出海口，
但这时却出现了一个锐意改革发展的彼得大帝。
经过彼得大帝和他的后继者的努力。
俄罗斯终于冲决社会的和自然的障碍，开拓疆土，成为能够与欧洲争霸的资本主义大国。
这时，同样向世界进行扩张，并从印度北向窥视中亚的是大英帝国。
而俄国则想从哈萨克斯坦南下占领中亚，以便夺取从印度洋出海的通道。
在这两大帝国争雄角逐的环境下，中亚诸汗国本身的情况，就成为决定其自身命运的条件了。
本书第二卷的前言中已经讲到，16世纪以来中亚诸汗国因宗教、政治、经济等原因而导致衰败落后的
情况，并提出在列强入侵时，将会有致命的严重后果。
这一卷就叙述了中亚诸汗国被沙俄征服并沦为殖民地和保护国的过程。
同时也述及伊朗、阿富汗以及中国西北边疆遭到侵略和国土丧失的历史。
从本卷叙述的这段历史，人们一定会引发无限的感想。
中亚地区诸汗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从公元8世纪被阿拉伯征服以后，中亚一直是哈里发帝国的一部分。
即使在哈里发帝国解体及以后哈里发的称号被取消以后，中亚诸汗国仍然是一些信奉伊斯兰教并实行
政教合一的国家。
可是到了近代，到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生产与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仍然实行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
，就不能与那些侵略成性的资本主义强国抗衡了。
从中东到中亚，从印度洋到太平洋，许多古老的国家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保护国。
国土遭到侵占，经济遭到掠夺，人民遭到奴役。
对这些，不禁引起人们思索：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苦难的命运呢？
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寻求真理、救国图强的历史，在这里就不说了。
从本卷最后一章所叙述的情况可以看到，在中亚，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也有一些寻求自强的先进
分子。
他们或是向俄罗斯学习，更多的是向土耳其学习。
多数人把伊斯兰国家的衰落归咎于宗教的保守主义和政治制度的腐败。
他们要求改变这种状况。
但遗憾的是，作为穆斯林他们始终不能认识，正是政教合一导致了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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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甚至提出：“宗教兴则国家兴。
”有的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强调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是兄弟，要团结起来，以抵抗西方的基督教文明。
这种泛伊斯兰主义甚至发展成为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
所有这些主张是否合乎历史的潮流呢？
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所应当思考的问题。
试问：世界上哪个民族没有信仰过某种宗教？
但至今仍然保存政教合一制度的又有多少呢？
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的强弱区别是判然的。
但哪一个国家的强盛又是依靠宗教呢？
为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强盛起来，并能抵御外侮，究竟是要依靠政治制度的合理，经济的发达，教育
的普及和科学的昌明，还是诉诸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当然，现在的中亚诸国，曾经过革命的洗礼，摆脱了宗教的迷雾，已经独立自主，走上了发展繁荣的
道路。
他们的前途是光明和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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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你可以看到在17世纪后期，俄国是怎样从像中亚诸汗国一样也是一个封建国家，成长
为一个能够与欧洲争霸的资本主义大国的过程。
俄国如何使工业发展起来，怎样取得出海口，以及一个可以称为造就奇迹的、锐意改革发展的彼得大
帝。
    在中国的西面，也就是中亚地区，因为地理位置特殊，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各国必争之地。
进一尺或退一尺，都有可能影响到周边国家的安定。
那么，在近代的历史长河中，这块连接着俄罗斯、中国、以及东亚、南亚的地区，又发生过怎样惊天
动地的大事呢？
对我们今天的社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
你想要的答案，就在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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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亚通史(近代卷)》为“中亚通史”近代卷，主要叙述16世纪以后至1914年约400年间中亚的历史。
这是性质完全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一段历史。
作者王治来先生，20世纪50年代末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亚研
究所工作20多年，参加过《新疆简史》等重大课题研究，在中亚史研究方面也有许多成果。
《中亚通史(近代卷)》可以说是其集近30年中亚史研究之大成的代表作。
无论在逻辑的演绎、历史的叙述，还是史料的运用、观点的阐释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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