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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亚”，是“中亚细亚”或“中央亚细亚”的简称，其涵盖的地理范围在本书第一卷作了明确介绍
。
不过这里要说明，作为中亚现代史的本卷所涉及的中亚地理范围与前几卷稍有不同。
本卷叙述的中亚现代历史是以俄国及后来的苏联所统辖的中亚地区亦即今天的中亚五国为核心展开的
，地理范围较前几卷可能稍小一些，但地理界限更明确了。
对于阿富汗、中国新疆等中亚五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历史，不再独立成篇，主要从它们与俄(
苏)属中亚地区的关系的角度来进行叙述，它们本身的历史进程主要作为上述双边关系的背景来介绍。
正因为这种情况与前几卷有所不同，所以首先加以说明。
作为广义中亚地区核心部分的中亚五国，在本书叙述的年代(1914～1991年)不是作为独立的国家而存
在，而是首先作为帝俄的属地，后来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而出现的，所以准确地说，中亚现代史实
际上是一个大国内部的地域史。
这样，现代中亚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诸领域的发展无一不受俄国或苏联整体历史发展的制约。
有鉴于此，本书免不了要对各个时期俄国或苏联全国的历史演进情况和重大事件(尽管这些事件发生的
中心地有时在远离中亚的欧俄)作些交代，因为非如此不能把中亚现代历史阐述清楚，读者们也不能对
此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点有必要加以说明，由于中亚长期处于俄国与苏联的版图之内，因此俄罗斯文化给中亚现代历
史的发展打下了相当深的烙印，比如中亚居民姓氏、名字的俄罗斯形式化，改用俄文字母标音以及越
来越多的人会说俄语等等。
鉴于这种情况，本卷在用外文标示中亚地区的人名及其他专有名词时不再采用拉丁字母，而统统采用
俄文(尽管中亚五国到30年代末才普及俄文字母)，只是在标示外国人名(如阿富汗等)才采用拉丁字母
。
而且，在书中多次出现的人物，只在每章第一次出现处用外文标示。
本书对人物姓名的俄文标示一般视他们的民族习惯而定。
书中凡是中亚五国土著穆斯林的姓名，都力求标示出其姓氏和教名的全部。
如阿里汗·布凯汉诺夫、图拉尔‘雷斯库洛夫等等。
而书中出现的俄罗斯人，一般只标出姓氏的全部和教名、父名的第一个字母，如古比雪夫、勃列日涅
夫等等。
还有，有些穆斯林的教名查不到全称，就只好用头一个字母代替，有些完全查不到，也就只好省了。
俄罗斯人也一样，查不到教名和父名的，就只能标出姓氏，如入侵阿富汗的苏军东路军司令员潘菲洛
夫。
有些人名是从中国出版物获得的，而且译法不规范，因此连俄文姓氏也无法标出，如俄国驻新疆外交
官迪牙阔夫之类。
这些缺憾只能待以后寻找机会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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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的独立，中亚问题开始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
虽然近年来国内也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研究中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方面的著作，但中亚通史研
究却始终是一个空白。
为此，新疆人民出版社把《中亚通史》作为国家“十五”规划重点选题。
纳入了出版计划。
    《中亚通史》古代卷（上、下）和近代卷的作者王治来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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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虽然调湖南师范大学任教，仍然致力于中亚史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已陆续有多部专著问世
。
因此，《中亚通史》古代卷（上、下）和近代卷可以说是其集近30年中亚史研究之大成的代表作。
《中亚通史》现代卷的作者丁笃本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在俄罗斯喀山大
学留学深造，长期从事苏联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也有多部专著出版。
两位作者在《中亚通史》的写作过程中，除了充分利用自身积累的丰富资料和研究成果之外，还参阅
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公布的文献资料，吸收了国内外学术界在中亚史研究方面的
最新成果，撰写的《中亚通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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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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笃本，男，汉族，1950年9月生，湖南攸县人。
1982年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分配到湖南师范大学工作。
1997年任教授。
长期从事世界历史及国际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出版著作多部，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
代表性著作有《世界之发现》、《红旗落地》、《苏联政体与官制史》、《中亚国际关系史》（合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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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1917年俄国革命时期的中亚第一节  二月革命和中亚民族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腐朽落后的
俄国的打击是致命的，战争严重地破坏了俄国的国民经济，动摇了专制主义的沙皇制度，使俄国社会
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起来。
进人1917年以后，这些矛盾的总爆发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不久，俄国二月革命终于爆发了。
二月革命一举摧毁了统治俄国长达数百年的沙皇专制制度。
同时，沙皇俄国这座“民族监狱”在革命怒潮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了。
革命有力地促进了包括中亚全体人民在内的全俄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觉醒。
同俄国其他地区的民族运动一样，中亚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中亚各族人民在要求推翻沙皇专制政权的政治统治的同时，提出了不同程度的
民族解放要求，从民族自治直至民族独立。
推翻沙皇专制政权的革命是从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开始的。
1917年3月12日(俄历二月二十七日)，彼得格勒街头连日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终于演变为武装暴动。
同时，奉命上街弹压示威的数万名士兵一举反戈，纷纷加人暴动者的队伍。
当天，革命的士兵和民众控制了整个首都，起义取得了胜利。
由于当时俄国采用俄历，所以这次革命被称为“二月革命”。
首都的二月起义相当顺利，迅速取得了胜利。
而且，起义胜利后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是极其迅速的。
就在3月12日当晚，经过革命士兵和群众的推选，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苏维埃(苏维埃，即“委员会”
、“代表委员会”之意)宣布成立，成为首都实际上也是全俄国革命的领导机关。
苏维埃同时选举成立了常设机构——执行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及布尔什维克等
社会主义党派人士，孟什维克的领袖齐赫译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其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领导权掌握在奉行中间路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手
中。
得知首都起义的胜利消息以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见大势已去，只得于3月15日宣布退位。
与此同时，彼得格勒苏维埃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经过紧张磋商，组成俄国临时政府。
这个政府由俄国几个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控制，政府总理由全俄自治机构联合会主席李沃夫公爵担任
。
这样，俄国出现了列宁所说的“两个政权并存”的独特局面。
首都起义胜利后，革命浪潮迅速波及到辽阔俄国大地的各个地方，各地的沙皇政权机关纷纷瓦解，苏
维埃组织和I临时政府的代表机构在俄国各个省市和边疆地区陆续建立起来了。
当然，中亚地区的局势也不例外。
尽管中亚地处俄国南部边陲，交通和通讯设施相当落后，旧政权当局也蓄意封锁革命信息，但是彼得
格勒起义胜利和沙皇政权垮台的消息还是没过几天就传到了中亚地区的大中城市。
例如，突厥斯坦首府塔什干的居民很快就从私人电报中获知沙皇政权已被推翻，消息马上传遍全城。
接着，二月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中亚各地。
最初，沙皇政府的突厥斯坦总督库罗帕特金还想作困兽之斗。
他给各省督军频频发去电报，一方面要求他们服从在彼得格勒刚刚组成的俄国临时政府，承认苏维埃
这样的革命民主组织，释放政治犯；另一方面，他更加强调督军们应担负起“维护本地秩序”的责任
，特别要防止穆斯林造反。
有一次，库罗帕特金在向革命情绪高涨的驻军士兵发表演讲时，居然把中亚本地居民说成是内部“最
危险的敌人”。
3月16日，总督府当局通过《突厥斯坦信使报》发出呼吁：“突厥斯坦边区全体公民!彼得格勒发生了
重大事变⋯⋯我们谨向你们全体驻军官兵、公职人员、工人、工匠、商人、农民，最后还有土著同胞
呼吁，你们一定要牢记，任何破坏秩序的行为都只能对新制度的敌人和我们的外部敌人德国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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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库罗帕特金继续授意下属镇压1916年中亚民族暴动的参加者，继续剥夺他们的土地，转让给
俄罗斯移民。
这个顽固不化的沙皇总督企图用挑起民族仇恨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库罗帕特金“防止土著人暴动”的立场得到了彼得格勒的俄国临时政府的支持。
可是，革命的洪流不是库罗帕特金可以阻挡住的。
尽管这位总督及其下属想尽了办法，最终还是无法控制突厥斯坦出现的革命局面。
3月中旬，塔什干先后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旋即两个苏维埃合并为统一的机关
，塔什干苏维埃@并且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我们报》。
二月革命的烈火开始在中亚各地蔓延起来。
紧接着塔什干之后，在突厥斯坦的一系列城市和矿区，苏维埃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
二月革命爆发后一个月期间，撒马儿罕、斯科别列夫、皮什佩克(1926年改名伏龙芝，今比什凯克)、
阿斯哈巴德、奥利耶一阿塔、维尔内、奇姆肯特、奥什、佩罗夫斯克、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今图
尔特库尔)以及克孜勒一基亚矿区等都建立了苏维埃。
在草原区，由于俄罗斯移民较多，与俄国中央地区相距较近而且联系紧密，因此很多城市在3～4月间
就建立了苏维埃，主要有奥伦堡、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阿克莫林斯克、巴甫洛达
尔(今克列库)、乌斯季一卡缅诺戈尔斯克(今厄斯克门)等。
而且，草原区各城市苏维埃的活动和主张更具“欧俄色彩”。
比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苏维埃刚成立不久，就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采取切实措施保证粮食供
应、实行商品限价、调解劳资纠纷等等主张。
迄止4月，中亚各省都建立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有不少地方还建立了农民代表苏维埃。
与全国大多数苏维埃一样，中亚各地苏维埃的领导权同样掌握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手中。
例如，实际上起着突厥斯坦地区苏维埃作用的塔什干苏维埃的主席就是孟什维克别利科夫，布尔什维
克在塔什干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只有利亚宾3名代表等。
在中亚其他城市的苏维埃当中，布尔什维克也是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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