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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塔吉克斯坦是中国的陆上邻国和 “一带一路” 沿线的重要国

家ꎮ 目前国内知识界对塔吉克斯坦的认知存在 “断裂”ꎬ 主要表现在近代视野中

对塔吉克斯坦形象变迁的认知缺失ꎮ 这不利于我们对于塔吉克斯坦整体形象的认

知ꎮ 本文着力探究近代中国视野中的塔吉克斯坦形象变迁过程ꎬ 并分析近代中国

对塔吉克斯坦认知的三个阶段性过程以及背后的地缘政治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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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ꎮ

一个国家对外认知图景的形成ꎬ 既是本国知识界域外视野日渐深化的过程ꎬ
也是该国与周边及域外邻国政治、 经济和文化关系逐步推进的过程ꎮ 作为一个具

有众多邻国的东亚大国ꎬ 中国在认识自身的同时ꎬ 也逐渐形塑了外部世界ꎮ 在古

代ꎬ 中国对于外域的认知较为有限ꎬ 对域外世界的了解从总体上服从于国内政治

与思想秩序的需要ꎮ 顾颉刚、 童书业先生曾撰文指出: “战国以前中国人的世界

观念是非常狭小的ꎬ 他们不大理会四边的情形ꎻ 在那时只有一种空泛的 ‘九州’
和渺茫的 ‘四方’ 的世界观念ꎮ 到战国后才有具体的 ‘九州’ 和 ‘四极’ 说出

现ꎬ 这种 ‘九州’ 和 ‘四极’ 所包括的世界约同宋明两代的中国差不多大ꎮ 直

到战国晚年ꎬ 才产生出理想的大世界说——— ‘大九州说’ 和 ‘大四极说’ 与

‘海外三十六国’ 等记载ꎬ 那是受了域外交通和哲学思想ꎬ 以及天文学等影响而

成立的ꎮ 古代的域外交通以东西两方为盛ꎬ 因域外交通而构成了昆仑和蓬莱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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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里的地名ꎬ 更因此而反映出上古西方交通的一件大故事———周穆王西游的故

事来ꎮ”①

但总体而言ꎬ 特定的环境因素使得中国在域外认知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与

传统ꎮ 如邹振环先生所言: “中国古代关于域外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 «山海

经» 为代表的幻想系统和以 «诸蕃志» 为代表的藩属系统ꎮ «山海经» 在海外

南、 西、 北、 东经中所罗列的交胫国、 反舌国、 三首国、 三身国、 一臂国、 奇肱

国、 一目国、 深目国、 无肠国、 大人国等ꎬ 尽管国人深知该书属于幻想的产物ꎬ
但对后代的创作影响深远ꎮ 宋代赵汝适的 «诸蕃志» 堪称第一部较全面地反映

世界地理的著作而这一系统的关于域外的著述都是由国人根据道听途说的材

料ꎬ 在 ‘天朝中心主义’ 的 ‘虚幻环境’ 内完成的———是以中国为中心、 周边

藩属为边缘所形成的藩属系统的地理沿革考订和风土人情的记述ꎮ 因此ꎬ 在上述

两个系统的文献中ꎬ 很难找到一个真实和具体的 ‘异域’ꎮ”② 与此同时ꎬ 在历代

正史的叙述中ꎬ 对于域外的认知则主要服从于大一统秩序的现实需求ꎬ 对域外情

况的叙述主要侧重于北部、 西部和南部区域ꎬ 对于其他区域则甚少提及ꎬ 更不用

说欧亚大陆之外的情况了ꎮ
到了近代ꎬ 随着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以及殖民探险的推进ꎬ 人们对于世界

各大区域内部空间的认知逐渐充实ꎬ 曾经未知的 “空白地带” 被一块块填满ꎮ
近代中国在域外认知上也逐渐受到这些曾经的 “域外者” 观念的影响ꎬ 开始对

周边和域外各国的情况有了更多的认知ꎮ 这种情况ꎬ 正如钟叔河先生在 «走向世

界丛书» 总序中所写到的那样: “林、 魏之后ꎬ 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ꎬ
到欧美日本去学习、 访问和工作ꎮ 容闳、 王韬、 郭嵩焘、 黄遵宪和严复等人ꎬ 要

算是最早的ꎮ 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ꎬ 尽管其中不少是奉命而去的政府官

员ꎬ 但既然去了ꎬ 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现代的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ꎬ 也就不可能

不在中国发生影响ꎮ”③ 在这一过程中ꎬ 受外部知识引介渠道的影响ꎬ 国内近代

知识界对外域的认知主要围绕当时的欧美列强展开ꎬ 对于俄国主要关注其欧洲部

分的情况ꎬ 此外ꎬ 对于其他周边国家的国情介绍则主要集中于朝鲜、 日本、 暹罗

(泰国)、 阿富汗等国ꎬ 对于其他区域国家的认知还较为缺乏ꎮ 二战结束ꎬ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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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ꎬ 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革和对外交流的推进ꎬ 中国

的对外认知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ꎮ 进入新世纪ꎬ 全球化潮流涌动ꎬ 在中国倡导

“一带一路” 的大背景下ꎬ 中国的对外视野和外域知识需求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

步跃升ꎮ

一　 中国视域与 “中亚问题”

在中国对世界区域的认知中ꎬ 中亚空间的呈现方式表现出更多的波动性ꎮ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欧亚大陆本身数千年来的历时性变迁ꎬ 尤其是在地理

大发现时代前后所经历的世界地缘格局转变ꎮ 长期以来作为世界历史舞台的欧

亚非大陆及其代表性的陆地文明逐渐被海洋力量超越ꎬ 曾经作为欧亚大陆东西

端文明交流中介区域的中亚也逐渐丧失其长期以来的中心性ꎬ 世界历史的主角

开始转向外围、 海洋与西方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我们必然面临一个如何重新发

现和认识中亚的问题ꎬ 或者说面临一个超越了原先 “西域议题” 的新的 “中
亚问题”ꎮ

１９９１ 年底中亚五国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土库曼

斯坦、 塔吉克斯坦) 的相继独立ꎬ 折射出二战后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ꎮ 作为

世界两强之一的苏联以联盟国家彻底解体的方式ꎬ 将一个世纪之前英俄 “大博

弈” 的胜利果实基本上全数吐出ꎬ 也意味着原本从属于苏联内部秩序的中亚区域

越出了国内秩序层面ꎬ 开始进入世界秩序领域ꎬ 成为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新周边

国家的中亚议题ꎮ 对中国而言ꎬ 中亚五国的独立ꎬ 也意味着原本附属于中苏关系

的中国与苏联中亚地区的关系正式转变为新的对外关系ꎮ 同时ꎬ 由于中亚五国与

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存在漫长的边界线以及民族、 宗教方面复杂微妙的联系ꎬ 因

此ꎬ 在原先的 “苏联问题” 基础上ꎬ 形成了以中亚国家为主体和对象的新的

“中亚问题”ꎮ 这是中国在二战后所面临的一种全新的区域性周边态势ꎬ 与原有

的 “东北亚问题”、 “东南亚问题”、 “南亚问题” 等相区别ꎬ 折射到中国的对外

认知领域ꎬ 则形成了鲜明的特殊性ꎮ 一方面ꎬ 作为与中国西北边疆相邻的区域ꎬ
在中国的历史认知层面被长期关注ꎬ 甚至在某些阶段部分区域还曾纳入过中央王

朝的边疆治理范围ꎬ 因此具有某种历时性的认知延续性与传统认知图景ꎻ 另一方

面ꎬ 由于中亚古代、 近代与现代的政权区域范围并不重合ꎬ 也往往不存在一以贯

之的延续性ꎬ 尤其是苏联在中亚进行的民族划界ꎬ 将原有的汗国结构彻底打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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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在区域民族语言文化基础上形成新的中亚各共同体认同ꎬ 因此可以说ꎬ 中亚

区域的历时性变迁以及当代中亚各国本身历史 (民族国家史) 的历时性变迁无

法形成一种具有整体连续性的叙述ꎬ 进而使其在与中国关系的外部表现方面ꎬ 呈

现出一种复杂的表现形式ꎬ 即其 “在当代政治事务中的新生性与其在历史传统中

的古老性并存ꎬ 以此就不同于那些国名一直延续至今的老牌国家ꎬ 如英国、 法

国、 德国、 日本等ꎬ 也不同于二战之后摆脱被殖民状态ꎬ 实现独立的国家ꎬ 如印

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非洲的诸多国家等ꎬ 更不同于与中国长期共享历史并逐渐

形成自身主体性的国家ꎬ 如蒙古等国”①ꎬ 从而在与中国古代历史的部分互嵌性②

及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完全脱嵌性③之间形成了历史认识与现实认知之间的某种

“断裂”ꎮ 这也成为我们如今在面对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中亚五国的历史与现

状时ꎬ 在认知层面所出现的基本特征④ꎮ
作为塔吉克斯坦历史与当代邻国ꎬ 中国既在历史层面存在与帖木儿帝国、

布哈拉汗国以及作为俄国—苏联一部分的塔吉克斯坦的互动关系ꎬ 同时在苏联

解体之后又形成了中塔之间的现代双边关系ꎬ 而这两个层面都在积累和形塑中

国视野下的塔吉克斯坦印象ꎮ 由于学科话语的割裂以及中亚历史时段方面存在

的区隔特征 (即上文所说的部分互嵌性与完全脱嵌性同时并存)ꎬ 目前国内知

识界对作为 “一带一路” 沿线的重要国家———塔吉克斯坦的认知在连续性中存

在着某种 “断裂”ꎬ 这种断裂主要表现在对近代视野中塔吉克斯坦形象变迁的

认知缺失ꎬ 无法较为清晰地认识和把握从认知的部分互嵌到完全脱嵌之间的转

变过程ꎮ 这种认识缺失不利于我们对于塔吉克斯坦整体形象的认知ꎬ 因此有必

要对近代中国视野中的塔吉克斯坦区域的认知流变过程加以呈现ꎬ 而这正是本

文所致力的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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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剑: «中国近代知识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以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报刊的记述为例»ꎬ 载 «西北
民族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所谓部分互嵌性ꎬ 意指中国古代历史 (１８４０ 年前) 记述中所涉及的位于如今中亚五国区域的相关
边疆治理与实践方面的内容ꎬ 从历史空间上说ꎬ 这些内容与中亚历史的部分内容重合ꎮ

所谓完全脱嵌性ꎬ 意指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中亚叙述在 １９９１ 年之前实际上是对苏联这一整体叙述
的组成部分ꎬ 在 １９９２ 年之后则是对中亚五国的叙述ꎬ 因此从总体上看ꎬ 这是对现当代外国区域及历史的
叙述ꎬ 为避免可能导致的争议ꎬ 话语叙述中的中亚空间与中国空间是完全分隔开来的ꎮ

袁剑: «连续性与断裂性: 近代中国知识视野下的 “中亚” 范畴流变»ꎬ 载 «青海民族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ꎻ «中国近代知识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以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报刊的记述为例»ꎻ «近代中
国的吉尔吉斯斯坦认知: 背景、 过程与特征»ꎬ 载 «西北民族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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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代至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塔吉克斯坦简史

塔吉克斯坦ꎬ 全称塔吉克斯坦共和国ꎬ 面积约 １４ ３ 万平方公里ꎬ 人口 ８２０
万ꎬ 位于中亚东南部ꎬ 东部与中国新疆接壤ꎬ 南部与阿富汗交界ꎬ 西部与乌兹别

克斯坦毗邻ꎬ 北部与吉尔吉斯斯坦相连ꎬ 东西长 ７００ 公里ꎬ 南北宽 ３５０ 公里ꎬ 是

原苏联中亚诸国中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ꎬ 境内山地和高原占国土总面积约 ４ / ５ꎬ
素有 “高山国” 之称ꎮ 全国共分为 ２ 个州 (索格德州、 哈特隆州)、 １ 个自治州

(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 １ 个区 (中央直属区)、 １ 个直辖市 (杜尚别)ꎮ 首

都杜尚别 (Ｄｕｓｈａｎｂｅꎬ Душанбе) 是该国政治、 经济、 科技和文化教育中心ꎬ 人

口 ７３ 万 (２０１２ 年数据)ꎮ 此外ꎬ 国内主要城市还有胡占德 (或称苦盏)、 库尔干

秋别、 霍罗格等ꎮ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ꎬ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ꎬ 属当时的乌兹

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ꎮ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ꎬ 成立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ꎬ
作为联盟一级的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ꎮ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ꎬ 该国发表主权宣言ꎮ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ꎬ 更名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ꎬ ９ 月 ９ 日宣布独立ꎬ 同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加

入独联体ꎮ 塔吉克斯坦全国共有 ８６ 个民族ꎬ 其中塔吉克族占 ７９ ９％ 、 乌兹别克

族占 １５ ３％ 、 俄罗斯族占 １ １％ ꎬ 其他民族占 ２ ６％ ꎮ 主要宗教为伊斯兰教和东

正教ꎬ 其中绝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ꎮ 塔吉克语为国语ꎬ 该语言与现代波斯语

极为接近ꎬ 俄语为族际通用语ꎮ
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看ꎬ 塔吉克斯坦所在区域文明开化较早ꎮ 这一区域在沙

俄吞并前的漫长历史阶段经受过外部的多次入侵ꎬ 波斯、 亚历山大、 贵霜、 匈

奴、 突厥、 阿拉伯和蒙古等先后进占该地区ꎬ 因此在社会、 文化和宗教层面经历

多次变革ꎮ 如加富罗夫所言: “塔吉克民族的形成过程ꎬ 完成于萨曼王朝统治河

中地区和呼罗珊的时期ꎮ 早在七世纪时ꎬ 汇合成一个塔吉克民族的诸部落ꎬ
在地域、 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共同性大为增加ꎬ 并且具备了形成统一民族的一切前

提ꎮ 阿拉伯人的入侵和他们实行的强迫同化政策ꎬ 曾经阻挠这一过程ꎬ 但是结果

并没有能消除形成塔吉克民族的历史趋势ꎮ”① 值得注意的是ꎬ 长期以来ꎬ 塔吉

克人并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ꎬ “他们大部分居住在泽拉夫善河流域的布哈拉河费

２１１

① 〔苏〕 加富罗夫: «中亚塔吉克史»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ꎬ 第 １７６ ~ １７７ 页ꎮ



历史与文化　

尔干纳的浩罕汗国各地ꎬ 一部分居住在希瓦汗国和哈萨克汗国奇姆肯特等地ꎮ 在

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吉萨尔、 喀拉提锦等地ꎬ 存在着一些半独立的小公国ꎬ 有时

是布哈拉等汗国的附庸ꎮ 因此ꎬ 这一时期塔吉克人的历史是和布哈拉汗国、 浩罕

汗国、 希瓦汗国等的历史分不开的ꎮ”① １３ 世纪ꎬ 这一区域被蒙古人所征服ꎬ
１４ ~１５ 世纪归属于帖木儿帝国ꎬ １６ 世纪开始成为布哈拉汗国的一部分ꎮ 到 １８ 世

纪末 １９ 世纪中期ꎬ 随着阿富汗王国的建立ꎬ 原来居住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大部分

塔吉克人ꎬ 被人为地与居住在中亚的塔吉克人民分隔开来ꎬ 而中亚的大部分塔吉

克人则居住在布哈拉汗国与浩罕汗国的各个城市、 费尔干纳盆地和绿洲当中ꎮ 此

外ꎬ 也有一些居住在现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山区的半独立领地中ꎬ 少数居住在希瓦

汗国的赫尔哈萨克汗国的城市ꎬ 如奥李阿塔、 奇姆肯特以及中国新疆等地ꎬ 在北

印度和现属伊朗的呼罗珊也有相当多的塔吉克人居住②ꎮ
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亚塔吉克人的发展轨迹ꎮ 在 １９ 世

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ꎬ 俄国在欧洲方向西进的势头被逆转ꎬ 遂转而将扩

张的矛头转向东方ꎬ 中亚就是其中的一大方向ꎮ 在 １９ 世纪中下叶ꎬ 俄国对当时

中亚诸汗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征服ꎮ １８６４ 年 ９ 月ꎬ 俄军攻占浩罕汗国重镇奇姆肯

特ꎬ 次年占领塔什干ꎬ １８６６ 年又先后夺取忽毡 (今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胡占

德) 以及乌拉秋别等战略要地ꎮ １８６８ 年ꎬ 俄军控制塔吉克斯坦北部区域和帕米

尔地区ꎮ １８７６ 年 ２ 月ꎬ 俄国彻底攻灭浩罕汗国ꎬ 改建为费尔干纳省ꎬ 随后逐步控

制哈萨克斯坦中部和南部地区ꎮ １８９２ 年ꎬ 俄国彻底完成对塔吉克斯坦地区的征

服ꎮ 而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ꎬ 当时生活在中亚地区的民众只是模

糊地意识到族群的区别ꎬ 还没有清晰的民族—地域认知③ꎮ
苏联在中亚地区的行政改革真正确立了明晰的中亚民族—地域认知ꎬ 并从行

政层面固化了中亚的民族区域结构ꎬ 塑造了塔吉克斯坦的当代疆域与认同ꎮ １９１８
年ꎬ 当地建立苏维埃政权ꎬ 随后ꎬ 根据苏联中亚民族区域划界的相关原则ꎬ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成立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ꎬ 隶属于当时的乌兹别克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ꎮ 当时该自治共和国的领土面积为 １３ ５６２ 万平方公里ꎬ 人

口约 ８２ ６ 万ꎬ 其中塔吉克人有 ６２ 万ꎬ 约占自治共和国人口总数的 ７５％ ꎮ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ꎬ 苏联政府将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ꎬ 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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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正、 冯锡时主编: «中亚五国史纲»ꎬ 新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１４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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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正式命名为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ꎬ 脱离乌兹别克共和国建

制ꎬ 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平行ꎬ 同年 １２ 月 ５ 日完成加入苏联的

全部程序ꎬ 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ꎮ 这是历史上首次在这一地区建立以塔吉克

命名的国家ꎮ 从塔吉克斯坦当代国家形成的地缘结构而言ꎬ 苏联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

代在中亚地区进行的民族划界对塔吉克斯坦造成了多重影响ꎬ 一方面塑造了延续

至今的塔吉克斯坦版图ꎬ 为塔吉克斯坦参与当代国际事务奠定了现实基础ꎻ 另一

方面ꎬ 则成为苏联中亚诸加盟共和国中唯一一个以非突厥语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共

和国ꎬ 与其他四国在文化与宗教认同层面形成了微妙的差别ꎮ 此外ꎬ 塔吉克斯坦

“虽地处丛山之间ꎬ 但它扼东西交通之要冲ꎬ 又处当时苏联边防前哨ꎬ 战略地位

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ꎮ 这可能是苏联政府决定把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

共和国的重要原因”①ꎮ
１９２９ 年起ꎬ 塔吉克斯坦按照苏联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ꎬ 开始推进农业集体

化ꎮ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 ３０ 年代ꎬ 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受到联盟中央政府在财政上的

大力支持ꎬ 苏联政府还从俄罗斯等地派出大量熟练工人、 工程技术人员前往当地

进行技术指导ꎮ 在前两个五年计划 (１９２８ ~ １９３２ 年ꎬ 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７ 年) 期间ꎬ 当

地经济发展的近 ８０％ 资金由联盟中央政府提供ꎮ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５ 年卫国战争期间ꎬ
苏联政府又有计划地从西部地区将许多工厂设备和技术专家迁徙到中亚地区ꎬ 其

中就包括塔吉克斯坦ꎮ 而与此同时ꎬ 塔吉克斯坦也动员大量人力、 物力支援苏联

西部战场ꎮ 在政治层面ꎬ １９３３ 年塔吉克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马克苏姆遭到批

判和罢免ꎬ 揭开了斯大林在苏联中亚各共和国最高领导层进行清洗的大幕ꎬ 一直

持续到苏联卫国战争时期ꎮ

三　 近代中国知识视野中的塔吉克斯坦形象变迁与认知建构

古代中国知识视野中的塔吉克斯坦ꎬ 由于其区域认同尚未形成ꎬ 因此都以对

当时西域乃至布哈拉汗国、 浩罕汗国和希瓦汗国的认识而表现出来ꎬ 这种认知往

往与对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等当代中亚诸国的历史认知杂糅在一起ꎮ
近代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对塔吉克斯坦的认知形成较晚ꎬ 基本上是伴随着塔

吉克斯坦作为一个同时具备较为明确的族群与地域指向的名称而逐步形成的ꎮ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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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大正、 冯锡时主编: «中亚五国史纲»ꎬ 第 ２３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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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ꎬ 近代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对于塔吉克斯坦的认知框架主要由两部分构

成: 一部分是对塔吉克人历史与文化传统的认知ꎮ 这种认知相对而言比较连贯ꎬ
并由于中国国内已存在被称为 “塔回” 的部分塔吉克族 (即便当时还没有正式

认定)ꎬ 因此成为构筑近代塔吉克斯坦认知的主要载体ꎮ 另一部分则是对俄国—
苏联整体认知空间下对于其下属行政单位的塔吉克斯坦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

等相关发展状况的认知ꎮ 这种认知建基于俄国—苏联国情以及当时中俄、 中苏关

系的总体状况ꎬ 并受国际地缘环境因素的影响ꎮ 总体而言ꎬ 近代中国视野中的塔

吉克斯坦形象的呈现是一个由粗略到详细逐步递进与展开的过程ꎬ 并在此过程中

完成了从传统王朝视角的边地叙述向中苏关系总体框架下的对于苏联中亚区域的

相应认知ꎮ
从具体的时间线索来看ꎬ 由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一级的塔吉克斯坦直到 １９２９

年才正式建立ꎬ 因此ꎬ 这一信息反馈回中国知识界自然也较晚ꎮ 就笔者掌握的信

息ꎬ 一直要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国内出版物中ꎬ 才开始正式出现塔吉克斯坦的零

星信息ꎮ 在著名的边疆研究学者华企云所写的 «中国边疆» (１９３２ 年) 一书中ꎬ
第三章 “边疆邻接各地之地理概况与最近民族运动之鸟瞰” 部分对 “中亚细亚”
作了专节介绍ꎬ 并罗列了中亚的三个共和国ꎬ 分别为吉尔吉思 (Ｋｉｒｇｈｉｚ) 自治共

和国、 土可曼 (Ｔｕｒｃｏｍｅｎ)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 乌兹伯克 (Ｕｚｂｅｋ) 社会主

义苏维埃共和国ꎮ 他指出ꎬ 在土可曼东内有达辑克 (Ｔａｄｚｈｉｋ) 自治共和国ꎬ 后

面又在注释中称ꎬ 达辑克一译托辑克ꎬ 即 Ｔａｄｚｈｉｋ①ꎮ 该书敏锐地注意到了中亚对

中国边疆稳定的重要性ꎬ 但在当时的中亚行政区划方面ꎬ 所呈现的信息有所滞

后ꎬ 将当时已经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的塔吉克斯坦归并到土库曼斯坦境内ꎬ
而实际上ꎬ 即便是在塔吉克斯坦升格为加盟共和国之前ꎬ 也是从属于乌兹别克斯

坦的ꎮ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内知识界对于塔吉克斯坦乃至中亚行政区划

知识的缺失与误差ꎬ 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与域外知识之

间存在的某种断裂与脱节ꎬ 也正是当时贫弱的中国无力有效拓展对外视野的一个

例证ꎮ
尽管当时的知识界对于苏联中亚的情况所知甚少ꎬ 但依然有一些报纸文章为

当时的国内知识界提供部分信息ꎮ 例如ꎬ 在 １９３５ 年ꎬ «大公报» 刊登名为 «中
央亚细亚一带的民族» 的文章ꎬ 记述了苏联中亚的自然环境以及历史上的中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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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华企云: «中国边疆»ꎬ 南京: 新亚细亚学会ꎬ １９３２ 年ꎬ 第 ９９ ~ １０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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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状况ꎬ 并在 “各民族小史及其现状” 下的 “印欧族” 部分记述了中亚塔吉克

民族的情况ꎬ 文中写道: “一提到亚洲内陆ꎬ 往往使人想到重叠的山岭、 辽阔的

草原、 荒凉的沙漠ꎬ 以及常年跋涉的骆驼队ꎮ 这种印象也可说有相当的正确ꎬ 然

而近若干年来经各野心国家的积极经营ꎬ 虽说尚是开发初期ꎬ 然已大改其本来面

目了ꎮ 塔吉克人 (Ｔａｄｊｉｋ)ꎬ 多在阿富汗及塔吉克苏维埃共和国ꎬ 奉回教ꎬ
为依兰族之一支ꎬ 业游牧或半游牧ꎮ 中国人皆以其为缠回同宗ꎮ 其交通方法驴骡

较骆驼更重要ꎬ 盖居地多山岭故也ꎮ 在新疆境内者称为塔回ꎬ 语言属伊兰语

系ꎮ”① 该文在对苏联中亚现状加以介绍的同时ꎬ 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境外

塔吉克民族及其信仰的基本信息ꎬ 并顺便介绍了中国境内的相关跨界民族状况ꎮ
随着国内抗战的全面爆发和苏联对华援助的推进ꎬ 国内知识界对于苏联国情

的认识也日渐增多ꎬ 国内报刊开始刊载大量关于苏联革命、 外交与建设的文章ꎬ
其中就包含对苏联中亚及内部各加盟共和国情况的介绍ꎬ 部分内容涉及塔吉克斯

坦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 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ꎬ 国内关于苏联政治军事时局的

报道猛然增多ꎬ 开始出现对于塔吉克斯坦相关信息的专门报道ꎮ
１９４１ 年ꎬ «新闻类编» 转引苏联 «消息报» 刊载的由时任塔吉克斯坦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书记加福罗夫 (也译为加富罗夫) 撰写的 «抗战中的塔吉克斯坦»
一文ꎬ 其中写道: “塔吉克人民的儿女们ꎬ 正和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 乔治亚

(即格鲁吉亚———笔者注) 人、 白俄罗斯人和乌兹伯克人ꎬ 并肩携手ꎬ 英勇地对

希特勒股匪作战ꎬ 或者在后方ꎬ 以光辉的劳动帮助创造红军的胜利ꎮ”② 到了

１９４２ 年ꎬ 国内译介出版苏联学者杜勃洛夫斯基等著的 «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一书③ꎬ 该书分述当时各加盟共和国 (含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的自然地理、 历史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状况ꎬ 其中专章叙述了塔吉克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的情况ꎮ １９４３ 年ꎬ «中央亚细亚» 杂志刊发 «苏领中亚经济地理

(续完)» 一文ꎬ 其中写道: “大食共和国ꎮ ‘大食’ (Ｔａｄｇｈｉｋ)ꎬ 普通地图多译作

‘达辑克’ꎬ 其面积约与中国河北省相等ꎬ 为中亚面积最小之国ꎮ 位于中亚之最

东南部ꎬ 东接中国新疆ꎬ 南接阿富汗ꎬ 北邻启尔吉兹ꎬ 西邻月即别ꎻ 其区域因系

从民族的条件ꎬ 故国境曲折很大ꎬ 尤其北方远及斐加纳峡谷ꎬ 深入月即别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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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洁: «中央亚细亚一带的民族»ꎬ 载 «大公报» (天津版)ꎬ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ꎬ 第 １１ 版ꎮ
加福罗夫: «消息报专文: 抗战中的塔吉克斯坦»ꎬ «新闻类编» １９４１ 年ꎬ 第 １２６ 期ꎬ 第 ２ 页ꎮ
〔苏〕 杜勃洛夫斯基等: «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ꎬ 上海: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４２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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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ꎮ”① 之后又进一步对该国的自然环境、 住民与产业、 主要都市等相关信息作

了较为详尽的介绍ꎮ 同年ꎬ «大公报» 刊发总题为 «发展中的中央亚细亚一瞥»
的系列报道ꎬ 该报道译自曼得尔 (Ｗ Ｍ Ｍａｎｄｅｌ) 的英文文章 (原文刊发于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号 «太平洋杂志»)ꎬ 全面介绍了苏联中亚地区的政治、 经济、 民族文化

等相关情况ꎬ 其中写道: “中央亚细亚是乌兹贝克 (即乌兹别克———笔者注)、
卡查赫 (即哈萨克———笔者注)、 塔吉克、 吉尔吉斯和土克曼人民历史上的定居

地ꎬ 并且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地方ꎮ 这些民族住着整整同半个美国大的领域ꎮ 它在

东方一千英里和新疆毗邻ꎬ 往西一直张伸到距史达林格勒不到一百英里ꎬ 距阿斯

特拉罕不到五十英里的地方ꎮ 没有什么疑义ꎬ 德国的炸弹早已落到过卡查赫共和

国的地面上了ꎮ”②

二战结束之后ꎬ 作为同时遭受巨大战争损失的同盟国家ꎬ 中国和苏联同样面

临着艰巨的战后重建工作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学习苏联在社会建设方面尤其是边疆

地区的建设经验ꎬ 就成为当时国内报章关注的主要议题ꎮ 在这当中ꎬ 就有对曾经

一度处于落后局面的塔吉克斯坦建设与发展情况的专门介绍ꎮ 例如ꎬ １９４７ 年

«瀚海潮» 杂志刊发 «突飞猛进中的塔吉克斯坦: 附山地巴达赫山自治省» 一

文③ꎬ 全面介绍了塔吉克斯坦的基本国情和经济、 社会、 文化发展状况ꎬ 是近代

中文报刊中关于塔吉克斯坦状况介绍最为详尽的ꎮ 文中写道: “塔吉克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 (Ｔｈｅ Ｔａｄｊｉｋ Ｓｏｖｉ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 位于中亚细亚之东南部ꎬ 在

此地ꎬ 苏联跟印度的交界ꎬ 仅仅距离十五公里之遥ꎬ 只有属于阿富汗的一条很窄

狭的地方ꎬ 在他们中间分隔着ꎮ 塔吉克斯坦 (Ｔａｄｊｉｋｓｔａｎ)ꎬ 也就是塔吉克共

和国ꎬ 面积共有十四万二千三百平方公里ꎬ 人口共有一百五十万人ꎬ 在全国居民

之中当以塔吉克人为主ꎬ 其次有俄罗斯人、 乌孜别克人、 柯尔克孜人等杂居ꎮ 首

都为斯塔林那巴德 (Ｓｔａｌｉｎａｂａｄ)ꎬ 全城共有居民八万三千人ꎬ 过去此地旧名为邱

单壁 (Ｄｉｕｓｈａｎｂｅ)ꎬ 乃一穷僻之乡村ꎬ 如今一变而为全共和国之政治文化经济工

业等之中心ꎮ 文化方面ꎬ 塔吉克斯坦在苏联革命前ꎬ 居民之中仅有百分之零

五认识字的ꎬ 而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在文化方面的情形ꎬ 是和过去大不相同了ꎮ 的

确ꎬ 这也是苏联对于小民族ꎬ 特别文化低的民族ꎬ 所惯用的文化政策ꎬ 塔吉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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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厥种ꎬ 原有其阿拉伯的经典文字ꎬ 今天的塔吉克人ꎬ 便直接由拉丁化的塔吉

克文而一跃为俄罗斯化的塔吉克文矣ꎻ 在这方面的成功ꎬ 自然是苏联文化思想统

治政策的结果ꎬ 这是可想而知的ꎮ 这里在全国实行着全民教育ꎬ 建有各种文化教

育机关、 戏院、 电影院等ꎮ 并有苏联科学研究院的支部之设ꎮ 在帕米尔ꎬ 有

山地巴达赫山自治省ꎬ 也在塔吉克共和国组织之内ꎮ 目前在帕米尔扩大了耕种面

积ꎬ 首先在东部帕米尔建立了农业ꎬ 栽培萝卜、 白菜、 土豆和大麦ꎮ 在四千公尺

高度的地方ꎬ 组织了 ‘帕米尔’ 国家牧畜农场ꎬ 建设有学校、 医院、 电影院ꎮ
直到如今ꎬ 在帕米尔所用的燃料ꎬ 还是野草的茎根之类ꎬ 仅仅不久的时候ꎬ 在穆

尔干布地方附近ꎬ 才开始挖掘煤矿ꎬ 也同时发现出了其他有价值之矿产 (如光学

上用的弗素 Ｆ) 总之ꎬ 塔吉克斯坦是苏联中亚共和国之一ꎬ 更是接壤于我国

新疆、 阿富汗ꎬ 以及经阿富汗走廊觊觎印度之基地ꎬ 因此该共和国之一切ꎬ 均有

积极之努力与发展ꎬ 就一点而论: 帕米尔之地为迄今中英俄尚未经明定界务之

处ꎬ 而苏联不但已有自定之界ꎬ 且该处一切早为详细考究矣ꎮ 故该共和国之突飞

猛进ꎬ 亦有其鹄的也ꎮ”① １９４７ 年也是俄国十月革命 ３０ 周年ꎬ 当年 １１ 月ꎬ 苏联

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在南京以中文编印 «三十年来的苏联» 一书ꎬ 对包括塔吉克

斯坦在内的各加盟共和国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ꎮ １９４８ 年的 «塔兹克、 吉尔吉

斯、 哈萨克———毗连我新疆省的三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一文则系统介绍了

苏联中亚三个加盟共和国的情况ꎬ 在关于塔吉克斯坦的部分这样写道: “图画一

般的塔兹克和吉尔吉斯两共和国都在中央亚西亚ꎬ 而且是紧紧相邻的ꎮ 疆域全是

山地ꎬ 在苏联各邦中地势最高ꎮ 各拥有人口一百五十余万ꎮ 给乌兹别克、 土尔克

曼及哈萨克等国供给水源及灌溉田地的大河如阿穆达亚、 塞尔达亚等河流ꎬ
均由塔兹克及吉尔吉斯的高峰中发源ꎮ 这两国的土地只有极小部分是谷地及山

坡ꎮ 塔兹克共和国ꎬ 面积等于瑞士的四倍ꎬ 从前属于布哈拉土酋ꎬ 后来成为乌兹

别克共和国的自治邦ꎬ 到一九二九年方成立为完全共和国ꎬ 居民和中亚别的国家

不同ꎬ 不是鞑靼而是伊朗血统ꎬ 一般都认为他们是中亚最古的民族ꎮ 高身材ꎬ 直

鼻子ꎬ 往往是蓝眼睛ꎬ 也许他们和雅利安人的关系比日耳曼人或西方其他诺曼地

人 (Ｎｏｒｄｉｃ) 更为接近一些ꎮ 在一九一七年的时候ꎬ 塔兹克在全俄中还是最

贫 穷 最 落 伍 的 民 族ꎬ 例 如ꎬ 仅 就 他 们 城 市 的 名 字 而 论ꎬ 像 寇 得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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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文化　

(Ｋｈｏｄｚｋｅｎｔ) ———现称列宁哈巴特 (Ｌｅｎｉｎａｂａｄ) ———那时候就被称为 ‘永远负

债的地方’、 ‘吃牛粪的地方’、 ‘永远不知面包味道的地方’ 等等ꎬ 这就可以充

分证明他们的穷困生活ꎮ 那时ꎬ 人们的主要食物是用野菜做的饼子ꎮ 沙皇统治下

仅有千分之五的人民是识字的ꎬ 沙皇统治以前大约也是如此ꎬ 到了今天识字人数

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了ꎮ 塔兹克人有一句奇怪的话: ‘我们的南方就是

北方’ꎮ 这却真事实ꎬ 因为只有北境气候比较温和ꎬ 土地比较平坦ꎬ 埃及棉及各

种果品产量甚富ꎮ 南境全是高山ꎬ 天山山脉横亘其间ꎬ 帕米尔高原就在最南方ꎮ
帕米尔像一个巨人ꎬ 站在那里ꎬ 把中国、 印度和苏联三国分开ꎮ 它是全中亚的分

水岭ꎬ 有 ‘世界屋脊’ 之称ꎮ”①

总体来说ꎬ 近代中国的塔吉克斯坦认知经历了这样几个主要阶段: (１) 清

末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ꎬ 由于塔吉克斯坦区域成立单独政区 (１９２４ 年) 或建立

加盟共和国 (１９２９ 年) 相关信息在中国国内传播的滞后性ꎬ 这时期国内对塔吉

克斯坦区域的相关认知主要建立在对历史上的帖木儿帝国及布哈拉汗国基础上ꎬ
此外还包括对如今部分属于塔吉克斯坦的帕米尔地区的历史认知ꎬ 在国内知识界

的认知层面还没有对塔吉克斯坦区域的清晰概念ꎻ (２)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随着

１９２９ 年塔吉克斯坦升级为联盟一级加盟共和国ꎬ 以及国内对苏联国情介绍的深

入ꎬ 国内对于塔吉克斯坦的认知有了进一步的深化ꎬ 有了对于该国政治、 经济和

社会发展情况的基本认知ꎬ 但这种基本认知的信息量较少ꎬ 主要还是在对苏联中

亚地区的相关介绍中顺带提及ꎻ (３)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 随着二战期间中苏同盟关

系的深化ꎬ 以及战后国内重建的需要ꎬ 苏联形象和苏联经验成为当时国内报章的

一大关注重点ꎬ 受此影响ꎬ 对于塔吉克斯坦有了进一步的认知ꎬ 尤其是对其社会

建设和改革有重点的关注ꎮ 当然ꎬ 这一时期对于塔吉克斯坦的相关认知ꎬ 基本服

从于当时中苏关系的总体状况ꎬ 尤其是两国间的外交关系格局ꎮ

结　 语

中亚曾经具有其自身的中心地位ꎬ 但长期以来ꎬ 他在生活在中亚之外的人眼

中ꎬ 更多地体现为一种 “黑洞” 式景观ꎬ 既让人着迷ꎬ 又让人惧怕ꎬ 却往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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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忽视了其在历史与地缘秩序中曾经扮演的世界性角色ꎮ 对此正如贡德弗兰

克在其著名的 «中亚的中央性» 一文中所提示我们的: “中亚之所以是一个黑

洞ꎬ 就在于它必须引起世界体系史研究的关注甚至热情ꎮ 但是ꎬ 中亚可能仍然是

世界及其历史当中最重要而又最被忽视的部分ꎮ 之所以造成这种忽视ꎬ 主要有以

下一些原因: 历史绝大部分是由那些有自身目的ꎬ 尤其是将其胜利合法化的胜利

者所书写的ꎮ 而中亚在很长一段时期是一些胜利者的家园ꎬ 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

就ꎬ 他们要么记述了一些历史ꎬ 要么留下了一部分历史遗迹ꎮ 随后ꎬ 自 １５ 世纪

以来ꎬ 中亚民众在两方面几乎都成为失败者ꎮ 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输给了别人ꎬ
而它们所在的中亚故土也不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ꎮ”① 如今ꎬ 作为一个正在重新

崛起的大国ꎬ 在推进 “一带一路” 战略的大背景下ꎬ 中国对外认知视野的拓展不

应仅局限于对欧美诸国的既有认知ꎬ 还应对欧亚大陆乃至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域

有更为全面的认识ꎬ 唯此方能确立起当代中国的整体国际视野ꎮ 在新的 “中亚问

题” 语境下ꎬ 如何在更大的世界体系范围内认识中亚ꎬ 如何以更具连续性的视野来

观察和认识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中亚诸国ꎬ 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ꎮ
作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中亚四国之间兼具同质性与异质性特征的国

家ꎬ 塔吉克斯坦在近代历史中的形成ꎬ 既有其民族、 历史和文化的渊源ꎬ 同时也

跟苏联当时的中亚政策及其对泛突厥主义所持的立场息息相关ꎬ 随着苏联的解体

和塔吉克斯坦的正式独立ꎬ 新世界体系与欧亚地缘政治格局下的塔吉克斯坦国家

认同正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强化ꎬ 这也将反过来对塔吉克斯

坦自身的历史书写与认同产生影响ꎮ 作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邻国———中国ꎬ 我们

正在逐步面对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其自身历史与现实认同的国际法意义上的新生

国家ꎬ 因此我们本身的塔吉克斯坦认知同样需要丰富和完善ꎬ 需要建立起兼顾古

代、 近代和现代的整体认识图景ꎬ 唯此才能形成一个具体而全面的塔吉克斯坦形

象ꎮ 从本质上说ꎬ 认识他者即在认识自我ꎬ 探究近代中国视野中的塔吉克斯坦形

象变迁ꎬ 这是一个重新 “发现” 塔吉克斯坦的过程ꎬ 也是一个全面认识中亚、
进而重塑中国对外认知完整图景的必经过程ꎬ 而在这一过程中ꎬ 我们也将深化对

于中国本身的思考与认知ꎮ
(责任编辑　 胡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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