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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废墟下的兴衰&mdash;&mdash;六大世界文明的前世今生》、《永远的&ldquo;西
域&rdquo;&mdash;&mdash;古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和《秦汉与罗马&mdash;&mdash;帝国时代的倒影
》三本书，是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几个系列讲座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华世纪坛是为迎接新世纪和新千年而建，坐落在&ldquo;中华第一街&rdquo;&mdash;&mdash;北
京长安街的延长线上，早已成为首都的标志性建筑，国家的许多重大庆典和纪念活动在此举办。
　　但是，中华世纪坛的功能远远不止这些。
从那个著名的倾斜式旋转坛体下面的入口处进入她的主体建筑，你会惊喜地发现其中&ldquo;别有洞
天&rdquo;：那里是一个拥有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展览展示面积近20000平方米的大型会展场地。
这就是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中国第一家以世界艺术为收藏、展示及研究对象，以传播世界文明、
促进文化交流、普及艺术教育求为宗旨的艺术博物馆。
十年来，特别是2006年正式建馆以来，她与国内国外众多博物馆和艺术馆等机构合作，相继举办了一
系列堪称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型展览，既包括毕加索版画展、达利作品展、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展等艺
术珍品展，也包括&ldquo;世纪国宝展&rdquo;、&ldquo;神秘的玛雅&mdash;&mdash;墨西哥古代文
明&rdquo;、&ldquo;天竺之魂&mdash;&mdash;印度古国青铜雕像展&rdquo;、&ldquo;伟大的世界文
明&rdquo;、&ldquo;庞贝末日&mdash;&mdash;源自火山喷发的故事&rdquo;、&ldquo;秦汉一罗马文明
展&rdquo;等中外历史文物精品展，每次展览都吸引了大批观众，产生了巨大影响。
　　2007年春，我受邀成为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专家委员会委员。
在王立梅馆长、冯光生副馆长等大力支持及艺术馆众多同仁多方协助下，自2007年至2009年，我在艺
术馆已延续数年的艺术讲座的基础上，邀请众多知名学者担任主讲人，围绕&ldquo;伟大的世界文
明&rdquo;和&ldquo;秦汉一罗马文明展&rdquo;两个大型展览，相继开设了三个系列的历史文化讲座。
北京大学历史系颜海英教授、朱孝远教授、恩师林被甸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尚会鹏教授，首
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晏绍祥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孙机老先生，首都博物馆馆长、北京师范大
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小凌先生，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马小军教授及我本人分别担纲主讲，不但
受到现场听众的好评，也为众多媒体所关注。
　　我的同事胡孝文建议我把讲座内容整理编辑成书，同时对书的性质、体例、样式等提出一系列具
体完整的设想，并着手与出版社联系。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接纳了出版这套丛书的设想，并立即组织力量投入出版运作。
胡俊生、刘媛媛、赵子宜和徐敏峰等编辑付出了辛勤劳动。
三本书共采用了1000余幅图片，图片的搜集工作繁重费时，这使我的交稿日期一再推迟，他们予以了
充分理解。
　　整理成书的工作同样得到众多师友全力支持。
世界艺术馆提供了包括部分展品图片版权等在内的多方协助。
各位主讲人都以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投入对讲座文稿的整理，这个过程尤其使我感受到学者们认真严
肃的学术态度，一次次让我感动不已。
汝信先生和孙机先生慨然允许将各自的一篇主题论文收入《秦汉与罗马》书中。
孔寒冰教授、潘光教授、黄安年教授、龚猎夫大使、朱绛先生及同事段来和先生提供了他们拍摄或拥
有的照片，或允许使用他们著作中的图片。
同事吴晓芳和董玉洁协助整理了部分讲稿，后者并允许使用她的一篇文章作为《永远的&ldquo;西
域&rdquo;》一书的附录。
尽管讲座的备讲以及整理成书工作主要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但毕竟多少牵扯了本应用于本职工作的时
间和精力，我的同事对此予以了充分的宽容。
肖云玲女士对版式的精心设计，让这套丛书看上去更加赏心悦目。
于是，就有了这套围绕两个展览、对应三个系列讲座的丛书。
我相信这是一套既有益又好看的书。
尤其是学者们坚实的学术功底，保证了书的品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永远的西域>>

当然，编辑整理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失误，则由我来负责。
　　徐波谨识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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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短短的诗句流传千古，饱含了人们对汉唐西域生活的
多少憧憬与追忆！
从中亚到南亚、自西亚至欧洲，欧亚大陆这大片地区尽属汉唐人眼中的西域。
西域是我们历史记忆中的永恒主题，而汉地与西域也在经意与不经意间改写着彼此的历史。

　　六场讲座，300余幅配图，描绘出古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生动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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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波，知名国际时政双周刊《世界知识》主编，曾任高校教师，从事国际关系与世界历史相关工
作20余年，有著、译、编各种学术著作多种。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印度友好协会理事。
2009年起为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专家委员会成员，主持并参与主讲“伟大的世界文明”等系列讲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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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欧亚大陆的蝴蝶效应：汉唐帝国怎样改写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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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奥斯曼帝国及其解体：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对世界历史影响更大，并且对当今国际政治
也有更大影响的，还要说是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突厥人&mdash;&mdash;现在人们常常使用奥斯曼土耳其人这个名称，也是突厥人的一支，
原来是跟随着塞尔柱突厥人进入西亚的，13世纪末，在塞尔柱人因为遭到蒙古人打击而衰落的时候，
这个部落的首领奥斯曼一世率领部落从塞尔柱突厥人中独立出来，开始建立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部落发展非常迅速，到了14世纪，他们已把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小亚细亚全都纳入他们的
版图，并且渡过黑海海峡进入欧洲东南部。
在此后一个世纪中，他们不断取得军事胜利，进占马其顿，攻克索非亚，剿灭庞大的塞尔维亚帝国。
到1453年，也就是他们渡过黑海海峡进入欧洲正好一个世纪的时候，他们已经强大到完全可以向防御
极其坚固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发起进攻。
这年春天的七个星期里，10万奥斯曼大军围攻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守军人数不多，但击溃了奥斯曼人一次次的猛攻，直到奥斯曼人的重炮轰塌了一段城墙。
奥斯曼大军如惊涛骇浪般从这个缺口冲进城里，开始了一场为期三天的疯狂大劫掠。
自从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后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的拜占庭帝国，至此灭亡。
　　奥斯曼突厥人完成了他们的祖先匈奴人1000年前没有完成的事业。
匈奴人参与推翻了西罗马帝国，却在拜占庭帝国面前碰了壁，现在历史重演，突厥人干了一件同样重
大的事件。
前后1000年，想想这个过程，是不是感到惊心动魄？
　　事情还远远没有完。
紧接着，他们渡过多瑙河，击败匈牙利，围攻维也纳，对欧洲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巨大压力，直
到1683年还对维也纳发起最后一次围攻，但是惨遭失败。
　　奥斯曼帝国把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作为自己的首都，改名伊斯坦布尔。
这个帝国地跨亚、非、欧三洲，领土中心在小亚细亚，西部伸入东南欧，向北达到克里米亚以北及外
高加索地区，向东直抵波斯边界，向南伸入阿拉伯半岛和埃及，并沿北非海岸向西延伸。
原阿拉伯帝国的大部分领土都被囊括，仅因同处于扩张状态的波斯萨非帝国的顽强对抗，伊朗高原成
了奥斯曼帝国向东方扩张的最后障碍。
同时波斯萨非帝国也没能恢复历史上波斯帝国在伊拉克的统治。
奥斯曼帝国和萨非帝国的争战，也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拼杀，因此两伊边界成了这两大教派
大体上的分界线。
　　自1683年在维也纳城外失败后，奥斯曼势力被迫退出中欧腹地。
此后，奥斯曼帝国就开始了漫长的解体过程。
世界进入欧洲列强崛起和争霸的时代后，欧洲列强觊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遗产，使它饱受侵略和欺凌
。
　　俄国从北方、西欧列强从西方和南方不断对奥斯曼帝国蚕食鲸吞。
沙皇俄国从18世纪起，几乎每一代人都经历过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使它在高加索的领土不断向后
退缩。
　　18世纪末期，拿破仑军队入侵帝国的领土埃及。
19世纪初，英国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两次入侵埃及。
19世纪上半期，埃及实际上脱离了帝国的控制。
19世纪50&mdash;60年代英法在埃及开凿了苏伊士运河。
1911年意大利入侵帝国领土利比亚。
1912年意大利和几个巴尔干国家一起向帝国开战，爆发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当列强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时，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牺牲奥斯曼帝国的利益，通过瓜分它的领土来维持
列强之间的平衡。
瓜分解体中的奥斯曼帝国的遗产，是欧洲列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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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帝国境内，尤其是东南欧地区，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也使这个帝国一次次受到打击。
首先崩溃的是帝国的东南欧部分。
19世纪20年代，希腊首先掀起反对奥斯曼的民族独立运动，并实现了独立。
这对其他被压迫民族产生极大的鼓舞。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相继独立。
塞尔维亚、黑山还有马其顿，和从奥匈帝国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南斯拉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奥斯曼帝国在愚昧、落后、野蛮和垂死挣扎状态下，也表现了也令人痛恨的霸权野心。
18世纪后，帝国的苏丹（也就是皇帝）把在伊斯兰世界实际上已经废弃了几百年的哈里发的桂冠戴到
自己头上，表明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最高权威，既为麻痹境内被压迫的穆斯林各族，也为了争取全世
界穆斯林的支持以对抗欧洲列强的欺凌。
它依然热衷参与列强在欧洲的争夺，与德国、奥匈帝国结成同盟国集团，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
方。
1918年同盟国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后，奥斯曼帝国终于分崩离析。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境内各被压迫民族纷纷摆脱帝国的统治，而战胜国英、法等国乘机企图进一
步瓜分土耳其本土。
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际，土耳其爆发了凯末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经过艰苦奋战，终于驱逐协
约国列强支持的希腊入侵者，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
　　1923年，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凯末尔领导的一个崭新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屹立在中东的西北部
。
　　凯末尔的历史功绩不仅仅是建立了土耳其国家，他还坚决抵制反对一切不切实际的开历史倒车的
主张。
他反对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统治的想法，把革命的方向把握在建立独立的土耳其民族国家之上，
其领土基本上局限于其小亚细亚本土及黑海海峡西岸一角。
　　他反对恢复帝制，废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制，建立了共和国。
　　他反对恢复政教合一的体制，废除哈里发制度，建立了世俗的而非伊斯兰教的政权。
　　他拒绝那种&ldquo;建立包括从爱琴海到中国海的各个突厥民族和鞑靼民族在内的新的大突厥帝
国&rdquo;的主张，认为其他地方的突厥族兄弟可以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谊，但他们必须自行确定各自
的政治前途。
　　也就是说，他反对泛伊斯兰主义，也反对泛突厥主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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