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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每一次通讯技术的重要革新之后，都会迎来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从文字的

发明开始，人类的文化传播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

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文化传播只能依赖于手写文字的低效手段。印刷术的发明使这

一传播方式的作用大为改变，人类的文化产品得以突破性地增长和传播。电子手

段的介入使得文化交流基本摆脱了时空的限制，电话、电视使人们实现了远程即

时通讯，远隔重洋都可以实现即时文化传输甚至文化互动；电影在文化领域的优

势得天独厚，丰富的表现手段和日新月异的电影技术使得通过电影进行文化传播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过时。现在，互联网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人们的传播理念，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未如此快捷、廉价和高效，传媒传播的即时和延时信息量也

从未达到如此巨量的程度。

2016 年 1 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37 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全年

共计新增网民 3951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50.3%，较 2014 年底提升了 2.4 个

百分点。随着网络环境的日益完善、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类移动互联网

应用的需求逐渐被开发。从基础的娱乐沟通、信息查询，到商务交易、网络金融，

再到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移动互联网塑造了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

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网民的日常生活。

这是一个文化大繁荣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成为创造和传播文化的

因子，自媒体的广泛使用使每个网民都可以成为一个文化起始源和传播源。这是

一个文化正面交锋的时代，各种文化通过先进的传播媒体发表着自己的意见，批

判着别人的观点，保持自己立场的同时也干扰着别人的立场。这是一个文化交融

的时代，每一种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借

鉴和吸收先进文化、批判和抛弃落后文化是每一种文化得以发展、提升和传承的

必要手段。这也是一个多元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文

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前提下，保持文化个性是多数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意识。各种

文化异彩纷呈、竞相绽放，只要在相互尊重和学习的基础上，保持自身文化的独

立性和独特性，世界就能在“和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获得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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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和谐的声音依然存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世界依然不会太平。但随着

全球化的逐步加深，世界一体化的逐步形成，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

繁，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的事情不是哪一国或哪一民族可以解决的，相反，绝

大多数的国际事务都需要协商、对话才能达成一致意见。

和平，是时代的主潮流。

2016 年 7 月 17 日于重庆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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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文化是人类在不断生活和进化的过程中，适应、改造自然和改造自我的过程

中所形成的精神产物，一切与人类的精神世界有关的东西，都可以看作是文化的

组成部分。所以，文化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其种类也异常繁多，持有不同

类型文化和思想主张的人们在进行交往、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和思想间存在

的矛盾而产生的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那么，这些冲突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呢？如

果冲突发生，该怎样来解决它们以避免出现更加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需要探讨

和研究的内容。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相当简单，事实上却位列人类历史上最

庞杂、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中。因此，仅仅通过一部书籍，或者是一门课程来研究

清楚甚至解决问题，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对文

化、文化冲突的研究和理解，能够更清晰地看待人类所处的主观世界，看待人与

人之间的各种联系，希望能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理解历史、现实和未来；通过

对多元文化现象的浅显探究，了解多元文化思想与主张的产生、发展，力图从一

个相对稳妥的维度去解释和缓解文化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

正是因为在历史上文化及文化冲突对人类的进程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当

今世界各国才会致力于固守本国文化传统，进而干扰和攻击别国文化。那么，文

化、文化冲突这些社会现象到底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扮演过、正在扮演着、将来会

扮演怎样的角色呢？这是我们首先要探索的一个问题。

一、战争中的文化因素

战争是人类历史上长久的而且是最为严重的冲突现象，在这里之所以提到战

争，目的在于我们想要看看文化和文化冲突在人类战争过程中曾经扮演过怎样的

角色，产生过多大的影响。

（一）关于战争产生原因的探索

从古到今，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战争次数多得几乎无法统计 ,20 世纪里，比

较大规模的战争发生过 130 多次，超过 1.2 亿人在这些战争中丧生。所以，有人

认为战争是世界人口减少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残酷的原因。在世界不断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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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战争给人类造成的伤害甚至已经超过了自然界所带来的破坏。战争所具有的

超强破坏力，使得人类普遍产生对战争的恐惧感，也使得很多人尝试如何能够规

避战争的发生。而要阻止战争，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找到其爆发的普遍性基础原

因，从根源上遏制战争，至少在理论上讲是可以这样做的。引发战争的因素是非

常多的，世界上有很多人曾经研究过战争发生的原因，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各

个领域，此类著名的人物如意大利诗人但丁、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 • 康德、英国

的功利主义哲学家米 •边沁等。

美国学者斯蒂芬 • 范 • 埃弗拉在《战争的原因》一书中阐述了现代战争发生

的五种原因：1.当国家对战争结果持有错误的乐观态度时，战争更有可能爆发；

2. 当首先进行动员或攻击的一方能获利时，战争更有可能爆发；3. 当国家力量

对比发生剧烈变化时，也就是说，当机会和弱点的窗口都比较大时，战争更有可

能爆发；4. 当资源是可积累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控制资源能使一个国家去保

护或获得其他资源时，战争更有可能爆发；5. 当征服变得容易时，战争更有可

能爆发。[1] 斯蒂芬 •范 •埃弗拉对于战争的认识是基于对现代战争的理解，而他

所总结出的战争原因并不是对战争本质的认识，不是战争发生的根源性解释，而

是对世界上已经发生的常规战争的具体原因的分析，甚至可以说仅仅是对小型战

役发生的普遍原因的一种探讨。

澳大利亚历史学者杰弗里 • 布莱内写有一本《战争的原因》的同名著作，他

在这本书中概览和分析了从 1700 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所有的国际战争，其目的

在于“迫使互相矛盾的战争（原因）理论彼此面对，互相斗争，或至少令其面对

证据”[2]，以辨识它们的谬误性或真理性。在书中他对世界上已有的典型的关于

战争形成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和辨识，他认为“战争的开始、战争的延续、战争的

结束以及和平时期的延续或缩短全都有着同一个因果框架。”[3] 但这个因果框架

到底揭示的是怎样一种因和果呢？

对相关考古资料研究推测表明，早期原始状态的战争，可能起源于原始社会

晚期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时间大约在中石器时代的初期，有些专家认为可能出

现得更早一些。考古学家们在西班牙的勒文特地区发现了大约绘制于中石器时期

的岩画，这些岩画上反映的是原始人互相“作战”的场面，其画面生动地描绘着

[1]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何曜译：《战争的原因》，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2]　（澳）杰弗里·布莱内：《战争的原因》，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3]　（澳）杰弗里·布莱内：《战争的原因》，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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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拉弓放矢互相对射的战争场景。从这样的图景当中可以推测，在该岩画形

成以前的原始人就应该有了战争，因为画作是对已经存在的社会现象的描绘，也

就是说人类之间发生的战争据今至少已有一万年的历史了。

有学者认为，战争之所以大量出现是因为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水平大

幅提高。大约在 5000 年前，父系氏族社会开始逐步取代母系氏族社会。随着社

会分工的出现，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商品的出现，社会产品有了一

定的剩余，家庭开始拥有了逐渐丰富的私有财产，在此基础上逐步萌发出了私有

制和贫富差异，随之出现了阶级，从而使得原始状态的简单争斗演变成为争夺财

富和奴隶的战争。如：公元前 3500 年在苏美尔地区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冶铜术，

古埃及人在公元前3200年已经开始广泛使用青铜器。金属的出现、器具的改进，

使人类生产力和生产水平大为提高。随着人类对战争的适应和战争理论的形成，

战争规模逐步升级，出于防备的需要，城邦（小国）和城市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

其后大规模的集权国家开始出现。

据埃及古史记载，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两个王国的战争发生在公元前

3500年前；而已有铭文记载的苏美尔城邦拉格什[1]与温马国[2]为争夺土地、水源

而进行的四次拉格什—温马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26 世纪到公元前 2371 年；远

古中国所发生的炎帝与黄帝的阪野之战，据记载发生在公元前 2530 年。这些大

型战争的发生距今都已相当久远。

根源是指人类事件发生的最基本原因，并不是所有的原因都可以看作是根源，

它是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同一类型的大多事件都可能具备的因素，表面的或只发

生在不占大多数的某些事件当中的原因不能被称为根源。战争根源是指产生战争

的根本社会原因。引发战争的具体原因是多样的，每一场战争的发生都有可能存

在与其他战争相异的具体动因。但从人类所有战争的发生规律来看，总有一些根

源性的因素是可以探寻的。

国家、阶级、民族、政治集团相互之间引发战争的直接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主要的有：政治矛盾、经济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势力范围争夺、领

[1]　拉格什（Lagash），苏美尔城邦。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泰洛赫（Telloh），在幼发拉

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相汇处的西北，乌鲁克城以东。由拉格什、吉尔苏和尼那等居民点组成。

遗址分别在今伊拉克境内的希伯、泰罗和苏尔古尔。

[2]　苏美尔早王朝时期兴起的城邦，与拉格什争夺土地和水源的战争由来已久，断断续

续互有胜负。到卢伽尔扎泽西（Lugalzagesi）时，温马的国势达到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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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争端、意识形态斗争、边界纠纷、争夺战略资源生产地、经济危机等，这些因素，

是引发战争的直接原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战争动因。国内典型的战争观点认为：

在阶级社会里，战争产生的根源，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以及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夺者与被剥夺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原始社会后

期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渐形成，阶级、国家先后出现，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列宁

指出：“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会永远引起战争。”[1] 原始社会演变成奴隶社

会以来人类发生的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始社会时期的战争性质，使战争转变

成不同阶级间政治斗争的武器；为了解决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政治

集团之间的矛盾，人们大量使用战争这一人类最高斗争形式，在人类历史上出现

了掠夺和反掠夺、压迫和反压迫、侵略和反侵略的各种战争，为一定的政治和经

济目的服务是这些战争最普遍的原因。在阶级社会里，引发战争的直接原因，可

以说都是在战争根源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所以，在国内典型战争理论中，产

生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多样的，每一场战争的动因都有可能是特殊的。但是，从

根源上来说私有制和阶级是产生战争最根本的原因，只有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和

阶级，才能消灭战争。

（二）对战争根源的再认识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战争发生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但这些原因多是战

争的动因，也就是引发战争的直接原因。在我国的战争原因理论中，引发战争的

根本原因被归结为私有制与阶级，在阶级社会用这一理论来解释是非常正确且有

效的。但是，正如前述，在私有制产生以前，奴隶社会尚未确立的时候，原始社

会在不存在阶级的情况下就已经产生了原始形式的战争。另外，我们并不知道真

正实现完全的公有制，彻底消除阶级的未来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到那个时候还会

不会存在战争。现在对未来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的，而未来的发展有

可能是不依假设而发生变化的，也就是说，私有制与阶级是战争产生根源的说法

是有一定条件的，它是基于阶级社会的分析，在原始社会战争中并没有遵循这个

规律，而我们也无法来验证这个假设在未来的正确性。

所以，我们得寻找和探究另外的解释问题的方法。

美国著名战争史家杰弗里 • 帕克在其所著《剑桥战争史》的开篇写到：不同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

版社 2012 年版，第 3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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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产生不同的战争方式 [1]。虽然他这句话说的比较严谨，仅仅是说到“文化”

与“战争方式”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说明文化就是战争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

他对文化与战争之间关系的认识是毋庸置疑的。《剑桥战争史》对人类战争的阐

述大概开始于公元前 3500 年早期古埃及对内对外的战争，结束于公元 1991 年发

生在中东地区的海湾战争，可以说是一部研究战争理论的代表之作。《剑桥战争

史》把历史上的战争依武器和攻防方式分为：密集型步兵时代、石堡时代、枪炮

和帆船时代、机械化战争时代四个历史阶段。虽然这是一部立足于欧洲以西方人

的视角写就的一部战争研究著作，不过其中的一些观点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杰

弗里•帕克比较着力揭示人的地位、人的心态和人与人的关系对战争产生的影响，

这对军事文学创作中如何从微观视角表现人物活动有很大的启迪作用，也对我们

研究文化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一定的启示，因为人、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在很

大程度上是会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固定和传承下来。

至此，我们可以对各种有代表性的战争论著进行一个总结：从有史料记载开

始到 20 世纪末，影响整个人类进程和世界格局的大型战争发生过近 70 次；小型

的战争都不在统计之列，大多数小型战争并不会影响整个世界形势。那么，接下

来我们要探讨一下这近 70 次的大型战争有什么共同的规律。

首先来看几个典型的战例：

1．古代埃及与赫梯 [2] 之间的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14 世纪—公元前 1280 年

古代埃及与赫梯的战争是有传世证据表明双方最后互相妥协媾和的最古老的

战争，长期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之后，双方订立了意在保持和平的协定。战争的直

接起因是古埃及与赫梯两国为争夺叙利亚地区的统治权，双方互有攻守，其间曾

在奥伦特河畔的卡迭石城 [3] 进行大会战。其后战争又延续了十余年，到公元前

[1]　（美）杰弗里·帕克，傅景川等译：《剑桥战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3 页。

[2]　赫梯（Hittie Empire）是小亚细亚地区奴隶制国家。公元前 19 世纪时期开始出现赫

梯国家，公元前 17 世纪始建赫梯帝国，约公元前 14 世纪达到鼎盛，首都先在库萨尔，后迁至

哈图沙。公元前 12 世纪瓦解，公元前 8 世纪，残存的势力被亚述帝国灭亡。

[3]　卡迭石战役是埃及与赫梯争夺叙利亚地区统治权的系列战役之一，公元前 1285 年，

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率领 3500 辆战车和近 4 名万战士，与赫梯国王穆瓦塔尔争夺赫梯在

叙利亚的主要基地和军事要塞——奥伦特河畔的卡迭石（今泰勒奈比曼德，位于叙利亚霍姆

斯城附近）。卡迭石战役是古代军事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会战之一，战后缔结的和约是

历史上保留至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国际军事条约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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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 年，古埃及利用赫梯国内发生王位争夺的机会，迫使赫梯新国王与法老签

订和约，从而结束了多年的战争。现在来看一下战争双方的文化状况：古代埃及

人是由北非的土著居民和来自西亚的塞姆人 [1] 融合形成的；约在公元前20世纪，

一支属于古印欧人的涅西特人迁入小亚细亚东部的高原山区，与当地的土著居民

赫梯人逐渐同化，最终形成了赫梯民族。不管从地理位置还是种族来源，古埃及

人与赫梯人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民族，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生活习俗

等文化形式。

2．希波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492 年—公元前 449 年

这是一场希腊城邦反抗波斯帝国侵略的战争，导火索是公元前 500 年小亚细

亚的希腊城邦米利都 [2] 发生的反波斯统治的起义。战争双方是古希腊城邦和波斯

帝国，古希腊城邦是公元前 8—前 4 世纪古代希腊的众多城市国家，而波斯是由

居于西亚伊朗高原地区的古波斯人建成的强大君主制帝国。古希腊人与古波斯人

是人类历史上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两大民族，而在彼时两大民族的宗教信仰、

语言文字、文化形态、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差异。

3．阿拉伯帝国的西扩系列战争，发生于公元 633—718 年

阿拉伯帝国的西扩是一系列持续几十年的战争，是阿拉伯四大哈里发 [3] 和倭

马亚王朝 [4] 向西扩张的过程中，主要和拜占廷帝国进行的。阿拉伯帝国是中世纪

[1]　塞姆（Semu）人，也叫“闪米特人”，名字出自《旧约全书 • 创世纪》所载传说，

其中认为这些人是诺亚长子塞姆（Shemu 或 Semu，也译为“闪米”“歇姆”）的后裔。有证

据表明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人民如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塞姆人。

[2]　米利都是一座古希腊城邦，靠近米安得尔河口。它在赫梯文献中被称为“Millawanda”

或者“Milawata”，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也出现过。公元前 1500 年左右，一些从克里

特岛来的移民定居于此，后来这座城市就成为了爱奥尼亚十二城邦之一。在公元前 6 世纪它

建立起了强大的海上力量，并建立了许多殖民地。米利都拥有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如泰勒斯、

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等，世称米利都学派。今日米利都废墟位于土耳其艾登省内。

[3]　四大哈里发是指公元 632 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他的最初的四个继任者。依次为阿布 •

伯克尔（公元 632—634 在位）、欧麦尔 • 本 • 哈塔卜（公元 634—644 在位）、奥斯曼 • 本 •

阿凡（公元 644—656 在位）、阿里 • 本 • 阿比 • 塔利卜（公元 65—661 在位），史称“四大

正统哈里发”。哈里发为阿拉伯文的音译，意为“继承人”，是对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的称谓。

[4]　倭马亚王朝（公元 661—750 年），也可译为伍麦叶王朝、奥美亚王朝，是阿拉伯伊

斯兰帝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四大哈里发（“四大正统哈里发”）执政结束后，由前叙利

亚总督穆阿维叶创建。该王朝是穆斯林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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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地处西亚地区的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封建军事帝国；而拜占廷帝国即通常

所说的东罗马帝国，是一个由信奉东正教的信徒维系的帝制国家，其文化和语言

大多数是希腊化的。

4．十字军东征，发生于公元 1096—1291 年

公元 1095 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 [1] 在法国南部克莱蒙召开宗教大会，以

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为口号，煽动狂热宗教情绪，号召发动了第

一次十字军东征，在之后又进行了十次十字军东征，多数皆以失败告终。十字军

东征是西欧封建领主、意大利大商人和罗马天主教会，对地中海东岸地区发动的

一系列侵略性军事远征，战争一方是天主教派国家，对其他宗教或教派国家发动

战争，其中犹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最为典型。

5．怛逻斯之役，发生于公元 751 年

怛（dá）逻斯 [2] 之役是阿拉伯人夺占中亚细亚的著名战役，是阿拉伯帝国与

唐朝之间正面对抗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讨伐石国 [3]，石国

国小力弱无力对抗，国王求和；高仙芝设计，表面上与石国谈和，背地里派兵围

城猛攻，破城后滥杀老弱无辜，并将国王掳至长安杀死，此举激起西域各国对唐

的愤怒。幸存的石国王子逃到波斯后，获得阿拉伯阿拔斯王朝 [4]的呼罗珊 [5]总督

的支持和帮助。公元 751年，阿拉伯与唐朝会战于怛逻斯地区，因葛逻禄 [6] 雇佣

[1]　乌尔班二世（Urban Ⅱ 1035—1099 年），罗马教皇（1088—1099 年在位），中世纪

四大拉丁神父之一，他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重压下，另辟战场，发起了十字军东征，重振

了教皇的权威。

[2]　怛罗斯现在大概在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接近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附

近地区。

[3]　石国，西域古国，位于中亚地区，具体位置在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

干市。唐代这里有九个君主都为姓“昭武”的国家，故称昭武九国，石国是其中之一。最早

见于《魏书 • 西域传》称其为“石”，《隋书 • 西域传》称其为石国。石国是唐代高僧前往

印度取经的必经之地，玄奘往印度取经，曾路过“赭时国”，就是石国。

[4]　阿拔斯王朝为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世袭王朝，在古代中国史籍中称之为黑衣大食，

于 750 年取代倭马亚王朝，定都巴格达，后于 1258 年被蒙古旭烈兀西征所灭。

[5]　大呼罗珊，中亚历史上的一个地区，大概包括今伊朗东北部、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

大部、塔吉克斯坦全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半部和吉尔吉斯斯坦小部分各一部分地区。历史上

领土范围变化很大，曾经受到过波斯、希腊、阿拉伯、塞尔柱土耳其、阿富汗等人的统治。

[6]　葛逻禄，亦称葛罗禄、卡尔鲁克等，是公元 6—13 世纪中亚的一个操突厥语的游牧

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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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阵前倒戈，唐军大败，唐和其所控制的西域盟军被俘约两万人。此战意义重大，

战败之后，唐朝丧失了对葱岭以西的控制权。参加此战的双方，一方是以中华文

明为主体的大唐，另一方则是伊斯兰文明下的阿拉伯人。

6．成吉思汗西征，发生于公元 1219—1231 年

13 世纪初，中亚的伊斯兰强国—花剌子模 [1] 劫留了蒙古向西进行商业活

动的贸易商队，成吉思汗派去讨要说法的使臣也被其辱杀。1219 年秋，成吉思

汗以复仇为名统率二十万大军进攻花剌子模，经过三年征讨，攻克了花剌子模新

都城撒马尔罕[2]和旧都城玉龙杰赤[3]，把国王追到里海附近，王子被迫逃往印度。

之后成吉思汗班师回归漠北，仍派两名大将统帅部分军队继续西进，先后攻占阿

塞拜疆、谷儿只 [4]，跨越太和岭 [5]，直逼钦察 [6]。1223 年夏，蒙古军队击溃斡罗

思 [7]—钦察联军，接着挥师进入克里木半岛腹地。1224 年，蒙古军队经黑海北

部向东返回。已经逃往印度的花剌子模王子听闻蒙古大军已经离去，便回到旧地

波斯，重建花剌子模国，把统治中心搬到了阿塞拜疆。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承即

汗位之后，派大将绰儿马罕率军再次向西征讨，于 1231 年彻底灭亡花剌子模，

蒙古的第一次西征就此结束。蒙古第一次西征的多次战争发生在蒙古与花剌子

模、斡罗思、钦察等西域国家之间，最典型的对抗是蒙古民族与花剌子模人、

突厥人之间的冲突。

现在我们对以上的战争案例进行总结：以卡迭石战役为代表的一系列战争是

[1]　花剌子模，本是地名，旧译“火寻”，位于今日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两国的

土地上。花剌子模在塞族人的语言里是“太阳土地”的意思。12 世纪，这里兴起了以其命名

的王朝，成为西域大国，强盛时期囊括中亚河中地区、霍拉桑地区与伊朗高原大部，长期控

制着中西贸易，1231 年亡于蒙古帝国。

[2]　撒马尔罕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它连接着波斯帝国、

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帝国。现为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州首府。

[3]　玉龙杰赤，现称“库尼亚——乌尔根奇”，位于土库曼斯坦的西北部、阿姆河的南面，

隶属于土库曼斯坦的达绍古兹州，与乌兹别克斯坦相邻，距离首都阿什哈巴德 480 公里。曾是

花剌子模的都城，是丝绸之路在中亚地区的重要交易城市。

[4]　今格鲁吉亚。

[5]　今高加索山脉。

[6]　钦察人，古代欧亚以游牧为主业的民族，其领地西起第聂伯河（包括克里米亚半岛），

东北为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直抵不里阿耳，东南到乌拉尔河。

[7]　斡罗思是蒙古金帐汗国对俄罗斯的称呼，其实就是把俄罗斯音译作斡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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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古埃及人与古赫梯人之间的战争；希波战争是发生在古希腊人与古波斯人

之间的；阿拉伯帝国的西扩战争大多发生于阿拉伯人与希腊文化的传承人之间；

十字军东征是天主教派国家对其他宗教或教派国家发动的战争；怛逻斯战争是阿

拉伯文明与唐时期的中华文明之间的剧烈碰撞；而成吉思汗西征是蒙古人与西域

甚至中亚各族之间的冲突。人种、民族、宗教等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这些战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参加战争的双方或多方分属于不同的文

化群体。

以上只举了几个典型的战例，所有的这近 70 场人类大型战争中有文化因素

参与其中的情况统计如下表：

战争名称 多文化因素参加？

1.埃及与赫梯的战争（公元前十四世纪—前1280年）  是

2. 亚述征服（公元前十世纪—公元前七世纪） 是

3. 希波战争（公元前 492 年—公元前 449 年） 是

4.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31 年—公元前 404 年） 是

5. 十年战争（公元前 431 年—公元前 421 年） 否

6. 西西里战争（公元前 415 年—公元前 413 年） 否

7. 德凯利亚战争（公元前 413 年—公元前 404 年） 否

8. 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 334 年—公元前 324 年） 是

9.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64 年—公元前 241 年） 是

10.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年—公元前201年） 是

11.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年—公元前146年） 是

12. 马其顿战争（公元前 215 年—公元前 168 年 ) 是

13. 斯巴达克斯起义（公元前 73年—公元前 71年） 是

14. 罗马内战（公元前 88 年—公元前 31 年） 否

15. 亚克兴海战（公元前 31 年） 否

16. 阿拉伯帝国的西扩（633 年—718 年） 是

17. 大马士革的陷落（公元 635 年—公元 636 年） 是

18. 君士坦丁堡之战（公元 717 年—公元 718 年） 是

19. 阿拉伯帝国东扩和北扩（637 年—751 年） 是

20. 普瓦捷会战（公元 732 年） 是

21. 怛逻斯战争（公元 751 年） 是

22. 诺曼征服（1066 年） 是

23. 哈斯丁之战（1066 年） 是

24. 十字军东征（1096 年—1291 年） 是

25. 成吉思汗西征（1219 年—1231 年） 是

26. 英法百年战争（1337 年—1453 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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