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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意义重大ꎬ 直接关系 “一带一路” 战略的

实施ꎮ 国内学界对现代中亚的认识及研究资料大多来自俄文文献ꎬ 研究的系统

性、 全面性及深度广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ꎮ 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 “中亚民族关系与民族冲突研究译丛” 选取并翻译了 １０ 部国际中亚研究方

向顶级专家的英文专著ꎬ 内容涵盖民族关系与政治转型、 对外关系与地缘政治及

激进伊斯兰问题等三个方面ꎮ 本文首先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分析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９ 年国

际中亚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ꎬ 梳理出国际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ꎬ 并与 “译丛”
选题相对照ꎬ 发现译丛选题较为全面地反映了 ２１ 世纪初至今国际中亚研究领域

的最新动向和学术成果ꎬ 选题具有代表性ꎮ 其次介绍了译丛所选择的 １０ 部著作

的主要内容ꎮ 著作作者或将中亚置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研究ꎬ 打破了以西方中心

主义视角对中亚地区发展所作的判断ꎬ 或研究中亚各国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及世界

主要大国在中亚地区的较量和博弈ꎬ 或对激进伊斯兰的形成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研

究ꎮ 最后以上述探讨为基础ꎬ 概括总结本套译丛对中国中亚研究的意义和启示ꎮ
【关 键 词】 　 国际中亚研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民族关系　 政治转型　 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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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ꎬ 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ꎬ 翻译学博士ꎮ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ꎬ 连接东西大陆ꎬ 地缘优势十分明显ꎬ 几大文明一

直在此激烈碰撞ꎬ 历来是国际势力关注的热点地区之一ꎮ 由于中亚位于欧亚大陆

腹地ꎬ 又是世界地缘战略的中心地带ꎬ 也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ꎬ 因此其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ꎮ 随着中国与中亚在经贸、 能源、 反恐等领域合作的深化ꎬ 加深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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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区国家、 民族、 历史及文化的了解变得愈加迫切ꎮ
目前ꎬ 国内中亚研究所使用的材料多来自于俄文ꎬ 由于掌握一门语言需要一

个相当长的过程ꎬ 所以国内中亚研究往往缺乏一手资料ꎬ 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广

度有待提高ꎮ 中国在引介国外中亚研究成果方面ꎬ 主要集中于古代中亚ꎮ 苏联解

体后ꎬ 中国学者也编写过一些概况介绍性质的著作ꎬ 但专题著作译介较少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ꎬ 中国学者翻译出版的国外关于中亚研究的专著ꎬ 除 ９ 卷本 «中亚

文明史» 之外ꎬ 数量更是屈指可数ꎮ 再者ꎬ 国际学界对中亚问题的专题研究成

果ꎬ 国内基本上没有译介ꎬ 一些学术杂志上散见一些介绍和评论ꎬ 往往缺乏完整

性和系统性ꎮ 因此ꎬ 系统地翻译当代国外研究中亚问题的专著显得十分重要ꎬ 具

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和重要的理论意义ꎮ
作为 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ꎬ “中亚民族关系与民族冲突研究译

丛” 即将面世 (以下简称 “译丛”)ꎮ 该译丛所选书籍能不能算得上是 ２１ 世纪初

期国际中亚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呢? 该译丛介绍的国际中亚研究成果对国内中亚研

究有哪些启示和帮助呢? 本文首先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 对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９ 年国际中亚研

究的学术论文进行分析ꎬ 从中梳理出 １９ 年来该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ꎬ 再将其与

“译丛” 所有著作的主要内容进行对比ꎬ 分析其中的异同之处ꎬ 并在分析国外著

作内容的基础上ꎬ 探讨其对国内中亚研究的意义ꎮ

一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９年国际中亚研究热点: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的分析

(一)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引文空间是着眼于科学分析中蕴含的潜在知识ꎬ 在科学计量学、 数

据可视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ꎮ 由于是通过可视化手段呈

现科学知识的结构、 规律和分布情况ꎬ 此类方法分析得到的可视化图形也被称为

“科学知识图谱”ꎮ 本文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 ５ ５ Ｒ２ 版本软件对从 ＷＯＳ 下载的数据

进行国家、 学科、 关键词和爆点词分析ꎬ 从而描述国外中亚研究现状、 研究视角

和研究热点ꎮ 本文数据来源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时间为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９ 年ꎬ 数据库选

择 ＳＳＣＩꎬ 文献类型选择期刊论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综述 ( Ｒｅｖｉｅｗ)、 书评 (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 和会议论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ｐａｐｅｒ)ꎬ 检索式为: 主题 ＝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ｓｉａ”ꎬ 共获得 ２０９９ 条记录ꎬ 数据下载日期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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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科分析

通过 ＷＯＳ 学科共现分析看出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９ 年中亚研究的学科分布及与相邻学

科间的关系ꎮ 按照论文数量排序ꎬ 共现频率 > １００ 的分别是政府学和法学 ４５０ 篇ꎬ
政治学 ４３３ 篇ꎬ 区域研究 ３７４ 篇ꎬ 经贸学 ３２０ 篇ꎬ 经济学 ２７９ 篇ꎬ 国际关系学

２７０ 篇ꎬ 人类学 １９８ 篇ꎬ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１７８ 篇ꎬ 地理学 １２５ 篇ꎬ 公共健康、
环境健康与职业健康 １２４ 篇ꎬ 环境研究 １２１ 篇ꎬ 环境科学 １１９ 篇ꎮ

数据也显示这些学科积累的素材较多ꎬ 已成为国际中亚研究的传统学科ꎮ 近

几年又出现了不少新的学科ꎮ 近三年出现的共现学科有: ２０１９ 年教育学、 法学、
女性研究和环境工程ꎻ ２０１８ 年信息科学、 生物学、 林学、 气象学ꎻ ２０１７ 年人口

学、 文化研究ꎮ 由此可见ꎬ ２１ 世纪初期国际中亚研究集中于环境科学、 人类学、
经济学ꎬ 近期向教育学、 法学、 信息科学、 生物医学、 人口学、 气象学和女性研

究等学科发展ꎬ 显示出了多元化、 多视角的跨学科发展趋势ꎮ 在这些新学科新视

角中ꎬ 向心度较高 ( > ０ ０５ꎬ 也即较为重要的) 的学科有绿色可持续发展和水资

源问题ꎬ 可见生态环境和水资源是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中亚研究的热点问题ꎮ

(三) 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论文作者提炼出来的核心概念ꎬ 通过关键词频次和向心度信息可以

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ꎮ 频次表示出现的数量ꎬ 除了频次之外ꎬ 向心度也是一个

十分重要的指标ꎮ 向心度越大ꎬ 中心性越高ꎬ 该节点在网络中就越重要ꎮ 数据显

示ꎬ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９ 年ꎬ 关键词中频次和向心度较高的词包括中国、 中亚、 欧洲、
东欧、 伊斯兰教、 艾滋病、 政治、 政策、 转型、 安全、 移民、 不平等、 丝绸之

路、 气候、 农业、 水资源等等ꎮ

(四) 爆点词分析

描述热点话题的历时变化还需要另一个指标ꎬ 即爆点词ꎮ 爆点是指关键词在

特定时间内的最高引用频次ꎬ 相对强度数值越大ꎬ 表示这个话题在该时间段内越

受关注ꎮ 统计显示ꎬ ２１ 世纪初最受关注的关键词 (研究主题) 是 “中亚”ꎬ 随着

研究进一步深入ꎬ 主题趋于细化ꎬ 出现 “乌兹别克斯坦” “艾滋病病毒” “恐怖

主义” “不平等” “塔吉克斯坦” “民主” “贫穷” “中东” “原苏联” 等等爆点

词ꎮ 近年来ꎬ 学界最关注的研究主题有 “上合组织” “女性性工作者” “注射毒

品” “阿富汗” “游牧” 和 “民族”ꎮ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９ 年ꎬ 所有研究主题中受关注持

续时间最长的 (均持续 ５ 年) 是 “恐怖主义” 和 “民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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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科共现分析、 关键词分析和爆点词分析ꎬ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９ 国际中亚研究

主要聚焦于政治、 民族、 经济、 能源、 宗教、 安全、 国际关系、 卫生健康和水资

源等方面ꎮ 这与 “译丛” 所选 １０ 部专著的内容不谋而合ꎮ 根据研究内容ꎬ 本译

丛分为三个译著集: 民族关系与政治转型研究译著集、 对外关系与地缘政治译著

集和激进伊斯兰研究译著集ꎮ 国际中亚研究热点问题与译丛所选专著的关键词对

应情况见下表 １ꎮ

表 １　 国际中亚研究热点问题与 “译丛” 关键词对应

国际中亚研究
热点问题

“中亚民族关系与民族冲突研究译丛” 关键词

政治
布尔什维克政权、 政治制度、 威权主义、 极权主义、 民主化进程、 联盟政治、 宗派活
动、 社会组织、 政治组织、 政治派系、 政治转型、 领土划界、 国家性问题、 多党制、
苏丹主义、 宪法改革、 公民社会、 部落社会、 管道政治

民族
族裔民族主义、 族性、 种族、 民族、 民族性、 民族归属、 族裔民族化、 族群冲突、 制
度化族性、 族群、 身份认同、 (民族) 跨区域迁徙、 民族主义、 世袭民族主义、 民族建
构与语言标准化、 民族冲突、 移民问题、 (民族) 跨区域迁徙

经济
经济转型、 经济组织、 自由化、 经济改革、 多元化管理、 农业结构调整、 油田、 油气
管道、 能源经济

能源 能源经济、 油田、 油气管道、 石油储备、 管道政治、 能源政策

宗教

中亚的伊斯兰教、 原苏联的秘密伊斯兰、 中亚的伊斯兰运动、 伊斯兰复兴党、 伊斯兰
解放党、 哈里发国、 圣战、 圣徒、 伊斯兰激进化、 伊斯兰话语、 伊斯兰与政治、 伊斯
兰激进派、 伊斯兰积极行动主义、 伊斯兰教的女毛拉女法师女领导、 医学人类学在伊
斯兰环境中的有效实践

安全
恐怖主义、 反恐政策、 国家行为、 参照群体理论、 国家利益、 人权与反恐、 阿富汗战
争、 中亚安全、 国家安全、 地缘政治、 军事改革、 国家利益、 贩毒问题、 军事介入

国际关系
大国博弈、 大中亚、 中亚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 外交政策、 地区影响力、 区域性
组织、 上合组织

卫生健康 贩毒问题、 艾滋病、 艾滋病病毒

水资源 环境保护、 水资源

从上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译丛” 与国际中亚研究热点的契合度ꎮ 虽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 软件可明确中亚研究的热点问题和领域ꎬ 但只有对热点背后的研究进

行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ꎬ 才能看清国际中亚研究的全貌及发展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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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亚民族关系与民族冲突研究译丛” 主要内容

作为 ２０１５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ꎬ “译丛” 选取的国外著作涉及 ２１ 世纪

以来国际中亚研究的热点及重点问题ꎮ 按著作内容ꎬ 分为中亚地区激进伊斯兰研

究译著集、 中亚民族关系和政治转型研究译著集以及中亚国家对外关系研究译

著集ꎮ

(一) 中亚民族关系与政治转型研究

中亚国家作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形成时间较晚ꎬ 这意味着其他许多国家用数个

世纪完成的进程在中亚地区仅用较短的时间就完成了ꎮ 从某些意义上讲ꎬ 新独立

国家的建设可以避免一些错误ꎬ 但它们不得不在同一时间处理大量转型问题及由

此带来的矛盾ꎬ 可能会引发一些并发症ꎬ 有些问题解决难度较大ꎬ 甚至可能引发

暴力ꎮ 在中亚五国独立早期多民族共居的背景下ꎬ 在一个国家内部往往同时还存

在第二大民族群体 (例如居住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乌兹别克人和俄罗斯人、
乌兹别克斯坦的塔吉克人或是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ꎬ 这些国家出现了一种冠

名民族的文化优越感ꎬ 国内外民族关系则更加复杂ꎮ 在民族关系与政治转型方

面ꎬ “译丛” 选取了 ４ 部专著ꎬ 分别是 «了解中亚: 政治与竞争中的转型»① «中
亚的族性、 权威与权力: 大小新博弈»② «中亚的族裔民族主义: 永恒友谊与民

族兄弟之邦的族群冲突及制度化族性»③ 以及 «中亚的政权转型: 塔吉克斯坦和

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性、 民族主义与政治变迁»④ꎮ
«了解中亚: 政治与竞争中的转型» 一书作者⑤以中亚政治为立足点ꎬ 将社

会科学理论和区域研究方法融合起来ꎬ 分析了中亚五国历史上的、 当下的及未来

的政治转型ꎬ 并对影响转型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ꎬ 这些因素包括历史遗产、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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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Ｓａｌｌｙ Ｎ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２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Ｃａｎｆｉｅｌｄ ＆ Ｇａｂｒｉｅｌｅ Ｒａｓｕｌｙ － Ｐａｌｅｃｚｅｋꎬ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ꎬ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Ｎｅｗ
Ｇａｍｅｓ Ｇ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ꎬ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Ｌｔｄꎬ ２０１０

Ｊａｍｓｈｉｄ Ｇａｚｉｙｅｖꎬ Ｅｔ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Ｉｎｔｅｒ －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Ｅｔｅｒｎａｌ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Ｂｒｏｔｈｅｒｌｙ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ＬＡＰ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０

Ｄａｇｉｋｈｕｄｏ Ｄａｇｉｅｖꎬ Ｒｅｇｉｍ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Ｓｔａｔｅｎｅｓｓ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３

萨莉Ｎ 卡明斯 (Ｓａｌｌｙ Ｎ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ꎬ 英国圣安德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ꎬ 该校中东、 中
亚和高加索研究所创始人及主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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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民族身份、 经济和国际关系等ꎮ 这部著作深入研究了独立主权概念在中亚的

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民主进程为何停滞不前ꎬ 宗教和民族身份认同如何影响国家

政权等问题ꎮ 作者的结论是: 中亚 “国家—社会” 关系界限模糊ꎬ 所谓的国家

实质上是一个由苏联式话语建构、 具有暂时性特征和国家模型组成的杂糅体ꎮ 精

英阶层偏重于为保住权力 (维护政权) 而努力ꎬ 而不是建设国家实力 (国家建

设)ꎬ 同时保持这种模糊状态有利于他们持续垄断经济资源ꎮ 作者最后指出ꎬ 用

西方的概念来衡量中亚国家建设进程不仅非常困难ꎬ 而且可能并不恰当①ꎮ
«中亚的族性、 权威与权力: 大小新博弈» 是一部论文集ꎬ １０ 位作者分别为

来自美国、 德国、 奥地利和法国等国家的中亚研究机构的著名专家ꎮ 本书的一大

特色是采取 “大中亚” 的研究视野ꎬ 除五个 “斯坦” 之外ꎬ 还将中国新疆、 中

亚南部的邻国伊朗、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包含在这一概念之下ꎮ 在大中亚观之下ꎬ
作者分析了中亚地区的各种类型的博弈: 各大国际力量在中亚发展基础设施、 争

夺中亚化石燃料的博弈ꎻ 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叛乱的关注和博弈ꎻ 中亚当地人集

团影响公共事务的博弈ꎮ 结论是: 原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中亚国家实行集权主

义和威权主义ꎬ 形式上的民主制度很软弱ꎻ “族性” 意义复杂ꎬ 中亚各国公民的

“国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意识与现实中的文化实践、 语言实践并不一致②ꎻ 权威与权力

在不同环境下采取不同的模式③ꎮ 总之ꎬ 无论中亚地区的博弈是大还是小ꎬ 都将

深刻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大博弈ꎮ
«中亚的族群民族主义: 永恒友谊与民族兄弟之邦的族群冲突及制度化族

性» 一书的作者采用制度主义方法解释后苏联时期的民族主义ꎬ 对涉及族群冲突

的 “族性” 一词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梳理和分析ꎮ 在作者看来ꎬ 应从两个维度理

解 “族性” 概念: (１) 客观维度: 这是族群和族群认同的本质与特征ꎬ 拥有文

化属性及族群的象征标志ꎬ 如语言、 领土和宗教等ꎻ (２) 主观维度: 包括群体

忠诚、 认同以及集体认可并公开表达的认同边界ꎮ 民族化国家与少数民族间对立

的族裔民族主义导致一系列族际冲突ꎬ 其中最血腥的冲突———奥什冲突并不是单

纯的社会经济原因所致ꎬ 而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中亚族裔民族主义所致ꎮ 因

８４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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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塔吉克人和塔吉克斯坦境内的乌兹别克人ꎮ
比如后苏联时期 “非正式的” 宗教实践培养了妇女宗教崇拜者的个人影响力ꎬ 随着苏联时期的社

会影响力不断减弱ꎬ 妇女宗教崇拜领导建立了新的地位和影响力基础ꎮ



基础文论　

此ꎬ 只有民主化和法治机制才能制衡及释放这种破坏性影响ꎮ
«中亚的政权转型: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性、 民族主义与政治

变迁» 一书采用 “世袭民族主义” 概念解释了中亚国家民主化进程一直停滞不

前的原因ꎮ 作者首先指出: 国家性 (ｓｔａｔｅｎｅｓｓ) 涉及一个国家的领土与领土内民

众的民族认同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的问题ꎮ 在多民族社会ꎬ 一旦政治家和民族统

一主义者对其他民族强力推行主体族裔 ( ｅｔｈｎｉｅ) 文化ꎬ 国家性问题就产生了ꎮ
世袭民族主义是一个多要素的混合体ꎬ 是精英为维护独立后的权力而强加的一种

意识形态ꎮ 在后苏联时期的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ꎬ 世袭民族主义一方面重

塑了这两个国家的民族认同ꎬ 保证了它们的国家性ꎬ 并起到了防止伊斯兰教崛起

的作用ꎬ 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中亚国家统治精英搞个人崇拜、 实施威权主义及阻

滞民主化进程的工具ꎮ
纵观上述三部译著ꎬ 可归纳出以下特点: (１) 三部著作都将中亚放到当代

历史和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观察、 分析ꎬ 是对中亚的全方位透视ꎻ (２) 充分考虑

中亚国家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 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ꎬ 打破欧洲中心主义ꎬ 向读

者呈现出一个充满矛盾但客观真实的中亚ꎻ (３) 采用 “大中亚” 视角ꎬ 尽可能

避免割裂地看待问题ꎻ (４) 研究者掌握当地语言ꎬ 深入当地开展田野调查ꎬ 这

对做好中亚研究十分关键ꎮ 当然ꎬ 个别研究者认为中亚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应由以

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一力担当ꎬ 这需要国内研究者仔细加以甄别ꎮ

(二) 对外关系和地缘政治研究

１８９９ 年 ５ 月费尔干纳正式实施俄国的司法制度ꎬ 标志着沙俄完成对中亚的全

面吞并ꎻ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别洛韦日协定的签署ꎬ 拉开苏联解体的序幕ꎬ 此后中亚五

国陆续独立ꎮ 在外界看来ꎬ 中亚既非完全意义上的 “东方”ꎬ 又非 “西方”ꎮ 在

俄罗斯心目中ꎬ 中亚仍是附属于它的 “卫星国”ꎮ 俄罗斯仍然希望维护其在该地

区的势力和影响力ꎬ 为此俄先后创建了关税联盟、 欧亚经济联盟和集安条约组

织ꎮ 建立前两个机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ꎬ 建立集安条约组织则完全

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ꎮ 但是这些机制的建立及运转并未满足俄罗斯的期待ꎮ 在经

济合作方面ꎬ 由于中亚各国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ꎬ 成员国之间很难维持真正的平

等ꎮ 而俄意图通过集安条约组织援助中亚各国政权ꎬ 涉及成员国内部政治问题ꎬ
也让中亚各国心存疑虑ꎬ 担心因此再次沦为俄罗斯附属国家ꎮ 中亚各国领导人从

本国利益出发推行多元外交政策ꎬ 随着美国、 欧洲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等各方力量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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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入ꎬ 中亚各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不断权衡利弊ꎬ 而各方势力在对待中亚问题

上同样也需要认清形势、 明确问题、 调整对策ꎮ 在中亚对外关系方面ꎬ “译丛”
选取了三部著作ꎬ 分别是 «为影响力而战: 俄罗斯在中亚»①、 «中亚的石油、 转

型与安全»② 以及 «美国在高加索及中亚的外交政策: 政治、 能源与安全»③ꎮ
«为影响力而战: 俄罗斯在中亚» 是俄罗斯中亚问题著名专家阿列克谢马

拉申科的代表作之一ꎮ 这部著作开门见山地指出ꎬ 俄罗斯正在逐渐丧失其在中亚

地区的影响力ꎬ 听凭其他大国趁虚而入ꎻ 然后列举并分析了俄罗斯为巩固其影响

力所采取的手段ꎬ 但也指出最终效果都不尽如人意ꎮ 另外ꎬ 俄罗斯忽视中亚各国

正在经历的再次伊斯兰化过程ꎬ 也给俄罗斯的影响力带来不少消极影响ꎮ 紧接着

作者采用国别研究的方法ꎬ 详细介绍并分析了中亚五国的共同之处和特别之处ꎬ
如威权主义、 水资源分配、 能源经济、 民族矛盾、 种族冲突、 极端伊斯兰问题等

等ꎮ 作者最终得出结论: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面临许多挑战ꎬ 必须放弃 “老大哥”
姿态ꎬ 转而采取一种更加现代的灵活的中亚政策ꎮ

«美国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外交政策: 政治、 能源与安全» 一书主要运用格雷

厄姆阿利森的三个决策模型研究苏联解体后美国政府 (主要是克林顿和小布什

政府) 对大中亚地区 (本书主要指南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 的外交政策ꎮ 作

者运用各种原始资料 (美国国会报告和国会公文以及决策者们的出版物) 和访

谈来解读美国的政策目标ꎬ 阐释美国政治精英阶层 (政府和国会各部门) 中的

不同行为体在政策辩论和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方式ꎬ 以此解释美国政策并对其进行

系统分析ꎮ 作者在本书中呈现了一个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多元动态过程ꎮ
«中亚的石油、 转型与安全» 分为四个部分: 国家概况ꎬ 政治与社会ꎬ 里海

石油、 管道与环境以及安全与地缘政治ꎬ 共选取了 ２０ 篇论文ꎬ 其中详尽论述了

中亚地区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ꎮ 尤其在后两个部分ꎬ 作者描述了中亚现有的及

未来的油田和油气管道状况ꎬ 分析了西方跨国石油公司的投资兴趣ꎬ 研究了里海

沿岸伊斯兰国家的经济表现ꎬ 论述了中亚地区的水资源问题ꎬ 还对中亚各国、 里

海沿岸国家以及外来势力在中亚的博弈进行了深刻分析ꎮ

０５１

①

②
③

Ａｌｅｘｅｙ Ｍａｌａｓｈｅｎｋｏꎬ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ꎬ ２０１３

Ｓａｌｌｙ Ｎ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ꎬ Ｏｉｌꎬ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Ｌｔｄꎬ ２０１０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Ｂｌｕｔｈꎬ 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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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部著作探讨了中亚各国独立初期如何处理对外关系以及俄、 中、 美、
欧、 伊斯兰世界等各方力量在中亚的较量和博弈ꎬ 内容丰富ꎬ 取材广泛ꎬ 有权威

性ꎮ 著作指出ꎬ 各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大多情况下都会优先考

虑国家利益ꎬ 个别情况下未必立足于国家利益ꎬ 可能是为政府某部门或社会中某

些利益集团服务ꎮ 然而ꎬ 全球化进程正将世界各国联系得越来越紧密ꎬ 在以经济

相互依存为特征的当今世界里ꎬ 无论是军事上、 经济上、 政治上拥有实力优势的

美国还是其他国家ꎬ 都需要依赖国际制度和友好国家的关系来保证国际安全与稳

定ꎬ 国家无论大小ꎬ 都需要肩负理性外交、 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ꎬ 这不仅适用于

地缘政治环境尚未确定的中亚各国ꎬ 也适用于其他所有国家ꎮ

(三) 激进伊斯兰研究

中亚五国自独立以来ꎬ 原苏联的无神论制度终结ꎬ 边境管制放松ꎬ 使原

苏联的穆斯林与广大伊斯兰世界在文化、 宗教上逐渐融合ꎮ 其结果必然是

“外来的” 伊斯兰教在这些地方急剧扩散ꎬ 其中包括原教旨主义与激进主义ꎬ
群体暴力事件也随之增加ꎮ 在激进伊斯兰研究方面ꎬ “译丛” 选取了三部著

作: «原苏联的激进伊斯兰»① «圣战: 好战伊斯兰在中亚的兴起»② 和 «中亚

的反恐政策»③ꎮ
«原苏联的激进伊斯兰» 一书对中亚、 俄罗斯 (包括车臣和高加索地区) 的

本土和外来伊斯兰主义 (教派) 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描述和研究ꎬ 对伊斯兰教传

播动力提供了一个对照式的视野ꎬ 评价了这些地区伊斯兰教激进化的性质和具体

模式ꎬ 也评价了它们与世界其他地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关系ꎮ 该书得出的结论

是: (１) 中亚地区激进伊斯兰的观念和表现以及教义影响和政治影响的程度ꎬ
与其他地区相比大不相同ꎮ (２) 影响因素包括特定民族伊斯兰化的历史、 受俄

罗斯 /苏联政治和文化控制的程度、 苏维埃式世俗化的程度、 所在地区的民族宗

教构成、 官方管控严重程度以及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ꎮ (３) 就推动力量和

模式而言ꎬ 原苏联穆斯林生活区出现的伊斯兰激进化与中东和其他地区所经历过

的激进化历史存在着极大的相似之处ꎬ 即民族主义计划失败后伊斯兰激进主义迅

速传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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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战: 好战伊斯兰在中亚的兴起» 一书从美中俄三角博弈和中亚各国政权

的民主化进程出发ꎬ 分析了激进伊斯兰兴起的政治和社会原因ꎮ 本书作者认为:
(１) 美国目前对中亚各国反对派的扶持仍然限于口头层面ꎬ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

作用ꎮ (２) 中亚五国政府接受了美国的经济援助后并未进行任何的改革ꎮ (３)
落后贫穷、 腐败丛生的社会形势加剧了民众的不满ꎮ (４) 中亚 ６０％ 的人口都在

２５ 岁以下ꎬ 受教育程度低ꎬ 极易被鼓动利用ꎮ 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极有可能使

伊斯兰好战分子受益ꎬ 从而拥有更广泛的民众支持ꎮ
在 «中亚的反恐政策» 一书中ꎬ 作者主要运用参照群体的观点ꎬ 深入分析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反恐政策ꎬ 探索了中亚地区这两个受恐怖主义暴

力和伊斯兰主义影响最小的国家采取强力对抗此类威胁的背后原因ꎮ 作者认为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参照了中亚其他国家的反恐政策ꎬ 还抽取了三个维

度对反恐政策变化进行对比ꎬ 揭示国家之间反恐政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ꎮ 这三

个维度分别是政府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知、 国家应对恐怖主义的范围和严

肃性ꎮ
通过以上研究不难看出ꎬ 中亚地区的激进伊斯兰与恐怖主义、 民族主义运

动、 大国博弈、 西方 “民主化” 进程、 中东伊斯兰、 阿富汗战争等因素交织缠

绕ꎬ 盘根错节ꎬ 既有历史、 地理原因ꎬ 也有社会、 政治、 经济等多方面原因ꎮ 西

方学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和新视角ꎬ 但也要看到个别学者对伊解党①和中

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②抱同情态度ꎬ 应重视这部分学者的研究对政府行为的影

响ꎮ 正如王智娟所说ꎬ “西方对中亚的原教旨主义同情之意ꎬ 这与它们对西亚、
中东的原教旨主义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ꎬ 不能不密切关注”③ꎮ

三　 对国内中亚研究的启示

概括来说ꎬ 该译丛除为国内学界提供信息资料外ꎬ 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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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因为伊解党虽然倡导和平 “圣战”ꎬ 但其有强烈的参政意识ꎬ 目标是推翻所有国家ꎬ 建立一个统
一的 “哈里发”ꎮ

目前最为国际社会谴责和关注的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指的就是极端政治性伊斯兰复兴运动ꎬ 或
曰恐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ꎬ 其基本特征是以复兴宗教的手段掩盖其政治目的ꎬ 极力赋予政治以伊斯兰特
征ꎬ 提出系统理论ꎬ 将 “圣战” 落实到疯狂地爆炸、 劫机和暗杀等恐怖暴力活动中去ꎬ 核心组织是不为政
府控制的极端政治组织ꎬ 成员年轻化、 知识化ꎬ 骨干、 首领一般还不是宗教人士ꎮ

王智娟: «可能并非 “瓦哈比” 问题———中亚伊斯兰复兴现状透视»ꎬ 载 «西北民族研究» 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ꎮ



基础文论　

研究方法上的启示ꎮ 首先ꎬ 在研究视角方面采用 “大中亚观”ꎮ 该观点由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提出ꎬ 主要依据是气候和风俗ꎬ 他们将中亚国家定义为 ６ 个独立的国

家 (上述 ５ 个 “斯坦” 和阿富汗) 再加上 ６ 个国家的一部分 (蒙古、 中国、 伊

朗、 巴基斯坦、 印度、 俄罗斯)ꎮ 有学者在联合国定义的基础上还将南高加索地

区纳入大中亚范围ꎬ 形成译丛中所使用的 “大中亚” 概念ꎮ 从历史和当代发生

的地缘政治演进来看ꎬ 只有采用这种界定才能帮助我们理解中亚全貌和事件之间

的因果关系ꎮ 用梅农 (Ｍｅｎｏｎ) 的话说ꎬ “过去的惯例是把中亚界定为 ５ 个国

家但是今天如果要制定有效的政策ꎬ 作出正确的战略分析ꎬ 这种界定的价值

越来越小ꎮ 一个无缝的网络把中亚本身与南高加索、 阿富汗、 巴基斯坦、 伊朗、
土耳其连接起来ꎮ 只有着眼大中亚来思考问题ꎬ 才能把握更广阔的图景ꎬ 才能反

映这个广袤区域之一部分的力量如何向整个区域的其他部分辐射ꎮ 大中亚某个局

部的重大变化将影响区域内的其他地方ꎬ 而且这种影响通常是迅捷而剧烈的ꎬ 通

过多重网络产生的ꎬ 因此ꎬ 这才应该是决策与分析的公理ꎮ”① 从国际政治、 国

际关系、 民族政治等方面来看ꎬ 这种观点是符合逻辑的ꎮ
其次ꎬ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田野调查方式ꎮ 田野调查也称实地研究ꎬ 是一种深

人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ꎬ 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ꎬ 并通过

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ꎮ 田野调查的最大优

势在于它的直观性和可靠性ꎮ 研究者可以直接感知客观对象ꎬ 获得的是直接的、
具体的、 生动的感性认识ꎬ 特别是参与观察更能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ꎮ 同时ꎬ
研究者亲到调查对象的现场ꎬ 直接观察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现象ꎬ 有利于直接

了解被研究对象ꎬ 而且研究者也可在共同活动中与被研究对象中的相关人物建立

感情、 发展友谊ꎬ 并在此基础上深人、 细致地了解被研究对象表层以下的有关情

况及具体表现②ꎮ 作为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ꎬ 田野调查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ꎮ
这套译丛中的大部分专著都建立在田野调查获取的资料基础上ꎮ 不得不说ꎬ 这是

国内学界需要学习借鉴的地方ꎮ
以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９ 年国际中亚学研究热点来审视 “中亚民族关系与民族冲突译

丛” 著作的选取不难发现ꎬ 该译丛基本囊括了 ２１ 世纪以来国际中亚学研究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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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转引自 Ｃａｎｆｉｅｌｄꎬ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Ｃａｎ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Ｇａｂｒｉｅｌｅ Ｒａｓｕｌｙ － Ｐａｌｅｃｚｅｋ (ｅｄｓ )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ꎬ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Ｎｅｗ Ｇａｍｅｓ Ｇ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２０１１ ｐ ２

郑欣: «田野调查与现场进入———当代中国研究实证方法探讨»ꎬ 载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 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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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重点问题ꎬ 囊括了来自世界多个地区、 多个国家的各领域顶级专家的心血之

作ꎮ 该译丛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ꎮ
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ꎬ 服务社会ꎮ 据统计ꎬ 目前

中国有 ３ 万家各类企业在海外活动ꎬ 中国出境总人数早已突破 ８ ０００ 万人ꎬ 需要

了解国外实际情况ꎮ 尤为重要的是ꎬ 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ꎬ 对投资对象国缺

乏了解ꎬ 尤其对潜在冲突地区缺乏了解ꎬ 将置境外投资于危险境地ꎬ 危及国家利

益和相关人员的安全ꎮ 本译丛的立项目的就是为我国研究有关国家的民族冲突及

制定应对政策提供最新资讯ꎬ 为国内相关研究机构提供参考ꎬ 同时也为国内中亚

学、 民族学、 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建设提供新资料ꎬ 作出新贡献ꎮ 目前ꎬ “国外

学者对中亚问题的研究覆盖了政治、 经济、 社会等诸多方面ꎬ 研究成果可谓汗牛

充栋ꎮ 许多著作视角新颖、 资料扎实、 有很强的理论借鉴意义和学术价值ꎮ 国内

学术界应加强有关成果的介绍ꎬ 加强与有关机构的国际学术交流ꎬ 共同促进中亚

研究的发展ꎮ”①

今后一个时期ꎬ 各方在中亚的角逐不会停止ꎬ 只会加剧ꎬ 研究中亚问题不

应局限于中亚五国ꎬ 同时ꎬ 中亚各国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 经济、 宗教、 族裔

等压力仍然存在ꎬ 生态环境与能源经济的矛盾、 水资源的分配、 民主进程的方

向和发展等问题没有消失ꎬ 这些问题仍将是中亚研究的热点和重点ꎬ 而跨学科

的多元视角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了解、 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ꎮ 正如 “大中

亚观” 所强调的ꎬ 中亚地区牵一发而动全身ꎬ 国内中亚研究同样需要广阔的国

际视野和思维ꎮ
(责任编辑　 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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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中海: «国外中亚研究及主要观点综述»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