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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揖内容提要铱 摇 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以天山为界分南北两线。 以喀什为外联枢纽

的南疆线是西域稳定的关键线路。 与北疆线地缘政治特点不同,此线不利于国家军事

力量大规模机动,在历史上多是境外势力渗透并资助中国西域分裂势力的关键通道。
欧亚大陆可容纳的古今战略力量,大体分欧洲、中亚和中国三部分,其两端若有任何一

方衰落并由此造成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在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

的崛起和扩张。 这样的变局一旦出现,它对中国西陲安全造成的压力当然是全方位

的。 目前,中国西域地缘政治环境在机遇和挑战两方面都有了向汉唐形势回归的趋

势,8 世纪出现在中国西陲的“大食冶形势再次向中国西陲逼近,地区恐怖主义为争夺

这个战略真空并由此对中国西陲造成的安全压力和危险必将同比增大。 当前中国西

域恐怖分裂主义事件日益向南疆喀什一线汇集的事实表明,它们已不是互不联系的偶

发事件,而是有着在历史上被新疆分裂主义势力规律性地多次重复过的地缘战略取

向。 为了间离中俄关系,日本在诱导中国西进中亚,而东海则是中国安全的主要矛盾

的主要方面。 中国须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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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概念及其界定

“西域冶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 尽

管各史所记“西域冶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

区。淤 新疆是中国西向开放及陆上“丝绸之路冶的主要出口,因此,本文所说的“西域安

全冶就是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是甘肃、新疆的安全及影响中国西

陲的安全因素。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开放和交流分西东两部分,“丝绸之路冶可分为“陆上丝绸

之路冶和“海上丝绸之路冶。 唐朝及此之前,中国对外开放主要以西部的陆上丝绸

之路为主要出口。 当时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哈密沿天山分叉为北南

两路进入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所说的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地

带冶即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地区,沿黑海北南两岸进入欧洲。 隋之后,中国对外

开放的线路由西折东,改为以洛阳继而北京为起点,北出山海关入朝鲜半岛,南下

天津、连云港、上海等口岸进入东南亚。 本文重点分析陆上丝绸之路对中国西域安

全的影响。

二摇 中国西域地缘政治特点及其稳定的关节点

在海路尚未开通之前,对中国安全影响最大的是西线丝绸之路,出河西走廊以后,
进入中亚的线路依天山分为北疆和南疆两线。 北路西端有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等,在
南疆西端则有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和喀喇昆仑山口等。 经过这些通

道,便产生了中国与中亚、南亚、小亚细亚乃至欧洲的交流。
西线的北南两疆的线路因其地形和位势不同,对中国安全产生的影响也不尽

相同。 位于北疆的丝绸之路地势东高西低,由西入疆困难而东出容易。 阿拉山口

和伊犁河道是其西出的重要通道。 从这里出去就是一马平川的西西伯利亚继而东

欧大平原,它是中国古代游牧势力(比如公元 5 世纪和 13 世纪的匈奴人和蒙古人)
进入中亚和欧洲的最方便因而是主要的通道。 1931 年,时任日本陆军步兵大佐、
后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 Seisirou Itagaki)考察后认为:“伊犁河流域这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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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略上极为重要,因为这就是早期俄国多次入侵军队所必经的 ‘各民族的大

门爷冶;淤“从古以来,伊犁地方当西方交通之要冲,阿拉伯和印度等文明都是从这里进

入中国的冶。于

丝绸之路的南疆线路沿塔里木盆地北南两线分为北道和南道,以帕米尔高原为西

界,其地势西高东低,从西入疆容易而从东出疆却十分困难———此与北疆线路正好相

反。 当年张骞一行就是从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道,过库车、疏勒(今新疆喀

什)等地,翻越葱岭,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

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后顺东帕米尔高原南下,经大月氏(阿姆河北岸)至大夏的蓝氏

城(阿富汗喀布尔西北的瓦齐拉巴德)。 继而东折重越葱岭后,改行沿塔里木盆地的

南道,从莎车(今属喀什地区),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经河西走廊最终返

回长安。

帕米尔高原由几组山脉和山脉之间宽阔的谷地和盆地构成,分东、中、西三部分,

东帕米尔是帕米尔高原海拔最高的部分,地形较开阔坦荡。 沿中国西陲南下的别迭里

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喀喇昆仑山口等都是由南疆线进入东帕米尔的重要

出口。

帕米尔高原是东西之间来往交流的必经之路。 南疆北南两道汇合至喀什地区后

进入帕米尔高原,沿葱岭古道直达位于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 从那里起,又分南北两

道,一线西向经伊朗、叙利亚到土耳其至欧洲,另一线南下至印度次大陆北部。 这样,

塔什库尔干———西北与塔吉克斯坦、西南与阿富汗接壤,南与巴基斯坦相连,东与叶城

和莎车、北面与阿克陶县相连———就成了南疆线进入中亚的关键通道,而喀什地区则

是扼住由南疆西北进入费尔干纳盆地、西南进入塔什库尔干、继而瓦罕走廊的咽喉地

带,其东北方向的阿克苏则是控制整个南疆的战略枢纽。

与中国境内塔什库尔干接壤的阿富汗地处帕米尔高原和伊朗高原间的高原宽谷

地区,是影响中国西陲稳定的关键邻国;瓦罕走廊是沟通中国和中亚国家交流的要路,

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 92 公里。 瓦罕走廊海拔 4923

米,属于高寒山区,一年之中有数月大雪封关,其道路异常艰险。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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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丝绸之路的南疆线向西进入帕米尔高原,经兴都库什山过伊朗高原直至叙利

亚。 与北疆线正好相反,南疆线西高险而东低缓的地形使其在历史中多是进入中亚的

西方力量———比如古代的亚历山大、罗马、十字军,近代拿破仑法国、英国,甚至还有今

天的美国———从最西端的叙利亚,影响中国的传统通道。 这一条线路上的伊拉克、伊

朗、阿富汗都是西方人切入和控制南线丝绸之路的关键地带,而目前发生在叙利亚的

冲突则是当年古罗马东进并因此与安息帝国在此发生战争的重演。 从这个视角看,唇

亡齿寒,伊朗高原乃至帕米尔高原一带自古迄今抵抗西方的斗争对于中国西陲安全具

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丝绸之路的北疆线东高西低、较南疆相对平缓开阔,有利于军事作战力量的大规

模部署和机动,这使得它成了纵横于蒙古高原的东方游牧民族大规模西进的线路,当

然也是历代中原王朝治疆政策较容易推行的线路。 俄国近代崛起并东扩后,蒙古高原

的西进势力和中亚伊斯兰势力在俄国的挤压下日渐式微,东北大平原上女真势力被迫

聚合南下。 中国西北安全由汉时的匈奴问题、唐时的伊斯兰问题,至 17-18 世纪时已

大规模地转变为俄罗斯问题。淤

正因其地缘政治位势的关联性,中国西域的稳定既关联中原,又关联中亚乃至

欧洲。 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指出:“西域一地,在吾国常人视之,以为边疆,无足

轻重;而以亚洲全局观之,实为中枢。 蒙古统一亚洲,先经营西域,迨二区在握,而后

西征弗庭,前后左右,鞭笞裕如,其明证也。 故欲统一亚洲者,蒙古西域,首为兵事必

争之地,欧亚强国,苟欲争霸亚洲,此二处必为最要之战场;然蒙古不过为甲乙二国

最初决定胜负之区,而欲控制全亚,与其他各国用兵,必以西域为最要地矣。 吾国新

疆为西域最要区域,吾国得之,足以保障中原,控制蒙古;俄国得之,可以东取中国,

南略印度;英国得之,可以囊括中亚细亚,纵断西伯利亚,故在昔英俄二国,已各视此

为禁脔。冶于

沙俄和苏联时期,中亚受俄罗斯人控制并成为俄罗斯人进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

陆上丝绸之路也因此受阻。 苏联解体后,中亚诸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共同成立了上海合

作组织(SCO),这条通道对中国再次开放。 2011 年,起始于中国重庆经新疆出阿拉山

口至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国际大通道全程开通,全程经过 6 个国家,运行里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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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0 公里,运行时间约 13 天,比原运行最多时间 39 天减少 2 / 3。 渝新欧线路的贯通

反映了中国西北地缘政治环境有了向汉唐形势回归的趋势。

但这种回归带来的不仅是汉唐机遇,更是汉唐必须独立应对的安全压力。 罗马力

量尚未东扩时,中国汉朝必须独立应对近乎覆盖整个蒙古高原的匈奴等部落群的安全

压力;两汉倾其国力将匈奴赶上西迁之路,由此造成西罗马帝国的解体及欧洲力量从

中东退缩。 欧洲退出造成伊斯兰力量在中东的兴起和扩张,这又迫使唐朝必须独立应

对大食淤帝国东扩的压力。 现在回头来看,唐帝国将直接控制的西陲边界推至帕米尔

高原西麓即今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一线,实在不是值得羡慕的荣耀而是超

出国力极限的无奈之举。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战略力量从中亚收缩及近期美军从阿富汗完成撤军留出的战

略真空,将使伊斯兰国家及在抗美入侵中新崛起的政治力量自唐朝之后再次在中亚集

结,8 世纪出现在中国西陲的“黑衣大食冶于形势再次东向中国进逼。

三摇 稳定西北的战略线

(一)历史经验

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表明,东帕米尔高原是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战略制高

点———唐朝高仙芝就是通过率先控制这个制高点,才成功反制了大食的东扩并由此使

唐朝西陲获得近一个世纪的相对稳定,盂这从西北方向大大减轻了安史之乱期间国家

遭到的破坏。 从唐之后的历史经验看,如果不能控制帕米尔高原,那么扼住中国境内

的喀什地区,也就扼住了中国西域反分裂斗争成败的关键地带。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喀什冶更多的是地缘政治而非纯地理的概念。 它包括

以下三部分内容:(1)喀什地区;(2)以喀什为龙头,以和田、阿克苏两区为侧应的西南

疆地区;(3)以喀什为龙头的丝绸之路南疆线。 在此概念的基础上,下列历史经验值

得研究。

1. 班超出使西域平乱

公元 16 年(天凤三年),王莽派往西域的平叛军队为焉耆(今新疆焉耆)、姑墨(今

新疆温宿、阿克苏一带)等国叛军击败,西域诸国由此完全断绝了与中原政权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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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与新莽王朝分裂的匈奴单于便趁机在西域扩充势力。
东汉初,收复西域问题再次提上议程。 公元 73 年(汉明帝永平十六年),班超等

人从玉门向西域进发,于当年收复于阗,次年春平定疏勒国。 公元 75 年(汉明帝永平

十八年),汉明帝去世。 焉耆国乘汉王朝大丧之机,围攻西域都护,班超孤立无援,而
龟兹、姑墨等国也屡屡发兵,进攻疏勒。 班超在盘橐与疏勒互为犄角,首尾呼应,坚守

了一年多。 公元 78 年(汉章帝建初三年),班超率兵攻占姑墨,孤立了龟兹。 公元 89
年(汉和帝永元元年),班超率兵从位于喀什与于阗之间的莎车突破,迫使莎车国投

降,由此打通疏勒至于阗一线并使之形成合力,这对位于东北方向的龟兹、姑墨等国

形成巨大的威慑,龟兹王因此远遁。 公元 90 年(汉和帝永元二年)夏,大月氏出兵七

万,东越葱岭,从背面攻打班超。 班超坚守,大月氏进退无据,遣使向班超请罪,遂与

汉朝和好。 班超由此威震西域。 公元 91 年(汉和帝永元三年),龟兹、姑墨、温宿等

国皆降。 朝廷任命班超为都护。 公元 94 年(汉和帝永元六年)秋,班超调发龟兹、鄯
善等八国的部队七万人进攻焉耆、危须(位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东北)、尉犁(今新疆巴

州尉犁县)。 至公元 94 年,三地归附。 此后,西域五十多个国家纷纷归附了东汉

王朝。
2. 高仙芝平息小勃律反叛和抗击大食东扩

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大陆陷入内乱,其战略边界大幅向西退缩。 中

东地区由此出现巨大的战略真空地带,这为伊斯兰运动于公元 7 世纪上半叶在阿拉伯

半岛兴起并迅速向四周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 至公元 750 年,阿拉伯帝国的边界已与

中国西陲接壤淤并严重影响中国西陲安全。
位于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唐属国小勃律,都城孽多城(今吉尔吉特),此地亦是吐

蕃通往安西四镇的交通要道。 公元 8 世纪 40 年代初,吐蕃赞普把公主嫁给小勃律王

苏失利之为妻,小勃律遂归附于吐蕃,吐蕃进而控制了西北各国,并迫使其中断对唐朝

的朝贡。 唐几任安西节度使均派兵讨伐,因地势险要,加之吐蕃进行援助,皆无功

而返。
公元 747 年(唐天宝六年)春,唐玄宗下制,以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四镇节度

副使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万人部队由安西西征,沿南疆路线经拨换城(今新疆阿

克苏)、握瑟德(今新疆巴楚)、疏勒,随后挥师南下西入葱岭,从瓦罕走廊突破,抄小勃

律后路,一举平息了小勃律的分裂活动。 由此,“拂菻(古罗马———笔者注)、大食诸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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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冶。淤 随后高仙芝又一路北上,将伊斯兰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

食)东进扩张势力抵挡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塔拉兹附近)即东经 68毅一线。 此

后,“唐朝的影响主要限于锡尔河以北的地区,而大食帝国也没有乘胜东进冶。于

3. 噶尔丹叛乱

1670 年(清康熙九年),噶尔丹兄长僧格在准噶尔贵族内讧中被杀;次年,噶尔丹

自西藏返回,击败政敌。 1677 年(清康熙十六年),噶尔丹俘获其叔父楚琥布乌巴什,

次年击败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遂统一漠西蒙古各部。 1679 年(清康熙十八年),

达赖喇嘛赠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称号并授意他先就近建立根据地,然后向远扩张的“近

攻计冶。 据清代地缘政治学者梁份书载:“是时诸夏有滇、黔变,秦、蜀间蜂起,嘎尔旦

(噶尔丹———笔者注)谋所向。 达赖喇嘛使高僧语之曰:‘非时! 非时! 不可为。爷嘎尔

旦乃止,其谋臣曰:‘立国有根本,攻取有先后,不可紊也。 李克用之先世,发迹金山,

根本不立,遂不能成大事。 我太祖(指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笔者注)初兴,灭国

四十,奄有四方,然后促夏执金,混一称尊。爷嘎尔旦善其言,乃为近攻计。冶盂达赖派的

“高僧冶以发迹于新疆东北大漠的李克用霸业失败为教训告诉噶尔丹:北疆不是成事

之地,而“为近攻冶即在南疆建立根据地,有了这个“立国之根本冶后再向四周扩张,才

是“奄有四方冶的上策。

从后来噶尔丹的用兵路线看,以喀什为重心的南疆地区成了他“为近攻冶的首选。

1680 年(清康熙十九年),噶尔丹应达赖喇嘛之请,派兵帮助天山南路伊斯兰教“白山

派冶首领阿帕克和卓与“黑山派冶争斗,乘机夺占南疆地区。 噶尔丹率兵经阿克苏、乌

什等地进攻并夺下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和叶尔羌(今莎车一带)。 控制南疆地区

后,噶尔丹遂将兵锋转向漠北。 1688 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土

谢图汗部,继而进军内蒙古乌朱穆秦地区,威逼北京。 康熙帝三次亲征,1690 年(清康

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后,噶尔丹败退至科布多。 1696 年(清康熙三十五年)昭莫

多(今内蒙古肯特山南)之战,噶尔丹主力军被清军击溃,部众叛离。 1697 年(清康熙

三十六年)春,噶尔丹死于科布多。

4. 张格尔叛乱

19 世纪初,喀什成了张格尔叛乱的集中爆发地。 张格尔在浩罕国支持下,潜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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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发动叛乱。 叛乱从 1820 年(清嘉庆二十五年)始至 1828 年(清道光八年)结束,前

后为祸南疆近十年,1826 年(清道光六年)祸乱规模达到巅峰。 是年张格尔率五百余

人,窜回喀什噶尔地区,利用南疆的反清情绪及其宗教影响,集众万余人发动叛乱,先

后攻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和阗(今和田)等城,自称赛义德·张

格尔苏丹。 清政府命伊犁将军长龄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四川清军万余人,会

师于阿克苏,组织全面进攻,相继收复喀什噶尔等地。 1828 年年初,张格尔被清军擒

获,解至北京处死,叛乱平定。 但由于地形复杂,平叛的代价是巨大的,清政府“是役

用兵三万六千,用帑银一千余万两冶,淤其用最费在喀什。

5. 阿古柏叛乱

鸦片战争后,清祚日衰。 同治年间,新疆出现大规模反清运动。 1864 年在库车、

和阗、喀什、吐鲁番等地先后出现数个割据政权。 占据喀什旧城的柯尔克孜伯克于司

迪克自立为“帕夏冶,为了树立威信,决定去浩罕城迎回大和卓曾孙,号称“圣裔冶的张

格尔之子布素鲁克,立其为傀儡。 1865 年春,浩罕摄政王阿力木库尔汗派阿古柏率骑

兵护送布素鲁克去喀什并在喀什组织叛乱,将司迪克逐出新疆。 1867 年,阿古柏自称

“洪福之王冶,在南疆建立了包括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等七

城的“哲德沙尔国冶。 1870 年,阿古柏占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势力扩展到北疆。 为了

得到外国势力的援助,阿古柏与俄国和英国分别于 1872 年、1874 年签订了非法的《俄

阿条约》和《英阿条约》。 阿古柏出卖中国主权利益并由此得到大批英国先进装备后,

势力迅速扩展至整个新疆,为祸新疆十余年。 1876 年秋,左宗棠大军先收复南疆东四

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 阿古

柏败亡,其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 同年,俄国吞并浩罕。 此后,俄英两国在新疆

地区发展各自的势力,先后在新疆开设总领事馆,地点就选设在阿古柏叛乱的大本

营———喀什。

综上时跨近两千年中在新疆发生的分裂与反分裂较量的著名事件,我们可以看

出,尽管其形式不同,然其“成也喀什、败也喀什冶的特点却惊人地相似。 中国西域问

题专家曾问吾一语道破天机:“我国无帕米尔,则无疏勒(今喀什);无疏勒,则无新疆;

牵一发足以动全身,足见其地关系边防之大!冶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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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喀什:影响中国西域安全的关键地区

但是,帕米尔高原在中国历代治疆实践中总体上说还是国力不逮的地域。 与当年

苏联在阿富汗失败的原因一样,其难不在远而在险。 唐僧玄奘西行至阿克苏地区就有

了“经途险阻,寒风惨烈。 多暴龙难,陵犯行人。 由北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
微有违犯,灾祸目睹。 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冶淤的记载。 时隔一千

多年后的今天,即使掌握军事高科技的美军在阿富汗山地也有“十辆坦克也比不上一

头驴冶于的感叹。 如从实战的视角观察,西南疆路途的艰险程度可能与阿富汗比好不

了多少。 路途之险,再加上喀什西接帕米尔高原、东通河西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南疆安

全中居于极为关键的地位。
历代治疆经验表明:治疆之要在南疆,为此唐朝治疆以安西都护府为重点;南疆之

要在喀什,为此唐朝以疏勒为龙头专设“安西四镇冶。 疏勒地处欧亚大陆中部,是丝绸

之路上的商埠重镇和进入中亚的重要交通枢纽。 西汉时,疏勒国“西当大月氏、大宛、
康居之道冶,盂与今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 由此越上帕米尔高原转西便

进入伊朗高原,继而进入叙利亚并直抵欧洲。 与东高西低且可直入西西伯利亚大平原

的北疆路线相比,以喀什为枢纽的西南疆线更加崎岖曲折,西高东低,地高天寒,不利

于大部队机动,这一地理特点使喀什地区势力比南疆其他地区更容易得到境外资助并

因此坐大。 凡能坐大,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 与南疆其他地区比较,喀什最

符合这一条件。 鉴于此,唐高仙芝在平息小勃律分裂叛乱后,并没有回撤而是继续西

进至帕米尔高原西麓,彻底截断了境外势力对中国西域反叛势力进行资助和渗透的

通道。
如前所述,帕米尔高原是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战略制高点。 唐朝高仙芝的成功

说明,控制帕米尔高原这个制高点是控制中国西陲甚至是控制整个中亚的关键环

节。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阿富汗在历史上何以成为英、俄、美等世界霸权国家的必争

之地。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从另一方面看,控制帕米尔高原,对唐王朝而言,已是超

出其国力因而是不得已的做法。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在肯定

高仙芝靖边行动的成绩的同时也婉转地指出这一“短板冶:“高仙芝对帕米尔以西的两

次战役,标志着唐朝中国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 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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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它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
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 高仙芝在库车驻地上,其行为俨然是中

国在中亚的总督。 然而突然间,一切都崩溃了。 同样是由于这位将中国的胳膊伸到如

此遥远地区的高仙芝的作用。冶淤

这段评价有正反两重含义:其一是肯定唐朝西陲靖边政策因其控制了影响中国西

陲安全的关键地带帕米尔高原,在逻辑上说是成功的;其二是批评唐朝合乎逻辑的西

扩范围却超出国力可支持的极限,因而是力所不及的。 公元 741 年(唐开元二十九

年)的西界与西汉时大体重合,约在东经 68毅左右。 但在公元 741 年至 820 年(唐元和

十五年)间,中国西陲边界却迅速东退至约东经 72毅;于至明、清,中原王朝可以直接控

制的西陲边界大体维持在这条经线左右;民国时,中国西陲边界进一步东退,但收缩幅

度约在 1毅-2毅之间。 这说明勒内·格鲁塞的判断是符合事实的。 这个判断对今天中

国西域政策的制定是有益的,即我们在赞美唐帝国治边武功的同时,也要看到它事实

上为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负担———正如俄罗斯将东境扩张至阿拉斯加的结果也给

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负担而不得不最终放弃一样。盂

事实上,控制帕米尔高原,不仅对中国,甚至对近代英国和当代苏联遑论美国,都
只是符合纸面逻辑推理却不符合实践经验的力所不及的目标。 总结这些帝国陷在此

地均不能自拔并由此拖垮国力的教训,笔者认为,汉唐时西扩涵盖帕米尔高原的边界

不应是今天———特别是在台海两岸尚未统一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追求的范本。
对于当代中国的靖边政策而言,退而求其次的可行方案就是牢牢控制位于中国境内

的喀什。 扼住喀什及以此为龙头的南疆线也就扼住了中国西域反分裂斗争成败的

关键。
(三)从 20 世纪末开始,新疆恐怖分裂活动再次向喀什一线集结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疆要深思。榆 总结历史大势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今天。
值得警惕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始,中国境内的恐怖分裂活动出现加速向喀什一线集

结的趋势。 这说明在国际反华势力的资助下,新疆恐怖分离主义试图从南疆东帕米

尔地区突破,既打通联系中亚的外援通道,又方便与“藏独冶分子在此联手,以达到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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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159 页。
参见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17-18、41-44 页。
1853 年 3 月,出于力量不足以防御的考虑,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向沙皇建议将阿拉斯加卖给

美国,俄国应收缩过长的防御边界,集中经营黑龙江流域。 参见巴尔苏科夫编著:《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

爵》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版,第 331-332 页。
在此套改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

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冶



乱和分裂中国西域的目的。 如果了解喀什地区的上述地缘政治意义,我们就会明白

表 1 中所列事件特别是 2013 年事件所发生的地点在喀什高度趋同的现象显然不是

巧合。

表 1摇 1990 年以来新疆重大恐怖分裂事件一览表

时间 事件发生地 规模、过程、结果

1990 年 4 月 5 日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
治州阿克陶县巴仁乡
地理位置:帕米尔高
原脚下,位于新疆阿
克陶县城西南部,与
喀什地区疏附县、英
吉沙县、阿克陶县等
接壤

“东突冶骨干分子纠集约 200 人,夺取警服和枪支弹
药,杀害武警战士,进而向乡政府院内投弹、射击,发
起进攻,其目标是:拿下巴仁乡,然后扩大地盘,成立
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冶。 在说服教育无效的
情况下,我武警和公安干警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
支持下,发起进攻,一举平息了暴乱,迅速恢复了社
会秩序和生产秩序

1992 年 2 月 5 日

乌鲁木齐
地理位置:位于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中北
部,天山中段北麓、准
噶尔盆地南缘,西部
和东部与昌吉回族自
治州接壤,南部与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相
邻,东南部与吐鲁番
地区交界

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影剧院、住宅楼里被安放了四
颗定时炸弹。 2 路公共汽车的爆炸异常惨烈。 爆炸
案告破认定,这是一个叫做“东突厥伊斯兰改革党冶
的暴力组织所为。 此次爆炸案告破于 1500 公里远的
喀什。 案件主要的犯罪嫌疑人事后逃到喀什,准备
从昆仑山口逃向国外。 1991 年 2 月 28 日,这个组织
成员曾在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了新疆第一起恐
怖爆炸案件,造成无辜群众死 1 人,伤 13 人。 此后,
他们便将目标锁定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爆炸案之
后,又在新疆境内针对无辜群众制造了 15 起爆炸案

1993 年 6 月 17 日
喀什
地理位置:天山南麓,
新疆西南部

喀什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发生爆炸,两名无辜群众
身亡,另有 1 人重伤、7 人轻伤

1997 年 2 月 5 日
伊宁市
地理位置:中国新疆
北部伊犁河谷处

伊宁市的大街上突然冲出一伙人,手举横幅,呼喊口
号,沿伊宁市主要街道游行。 到了 12 时许,游行人数
从一百多人增至千余人。 随后,骚乱分子开始了他
们的暴力行为

1997 年 2 月 25 日 乌鲁木齐

恐怖分子将炸弹安放在乌鲁木齐四个方向,选择人
最集中的地方在同一时间引爆。 炸弹里满满地填充
着铁钉子、钢珠、螺帽、螺杆,这些东西被强烈的硝酸
炸药喷射出来,威力无异于一颗颗子弹。 其场面极
为血腥

2008 年 8 月 4 日 喀什
新疆喀什市边防支队集体出早操行至一宾馆时,突
遭 2 名作案分子驾车袭击,并引发车上的爆炸物,当
场造成 16 人死亡,16 人受伤,2 名作案人员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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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时间 事件发生地 规模、过程、结果

2009 年 7 月 5 日 乌鲁木齐

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造成 197 人死亡,
1700 人受伤,被毁车辆达 260 部,其中 190 部公交
车、50 多部民用车;受损门面房 203 间、民房 14 间,
全市共有 220 多处纵火点,有两栋楼房被烧毁

2012 年 2 月 28 日 喀什叶城县

恐怖分子在叶城县幸福路步行街手持刀、斧疯狂砍
杀无辜群众,当场致 13 人死亡,16 人受伤,其中 2 人
经抢救无效死亡。 在事件处置过程中,1 名联防队员
牺牲,4 名公安民警受伤

2012 年 7 月 18 日

和田
地理位置:位于新疆
南隅。 南抵昆仑山与
西藏自治区交界,北
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与阿克苏相连,东部
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相接,西部与喀什
地区毗邻,西南以喀
喇昆仑山为界,同克
什米尔接壤

18 名暴徒按照预先计划冲入和田纳尔巴格派出所,
杀害 1 名联防队员和 2 名办事群众,杀伤两名无辜群
众,劫持 6 名人质,在派出所楼顶悬挂极端宗教旗帜,
纵火焚烧派出所

2013 年 4 月 23 日
喀什巴楚县色力布亚
镇

导致 15 名民警、社区工作人员被害,警方击毙了 6 名
暴徒,并抓获 8 人

2013 年 6 月 26 日

吐鲁番鄯善县鲁克沁
镇
地理位置:位于天山
东部南麓的新疆吐鲁
番盆地东侧

一批持刀暴徒先后闯入当地公安局、政府大楼及建
筑工地,斩伤多人,又放火焚烧警车,并与警察交火。
在 9 名警员和保安以及 8 名平民当场遇难后,警方还
击并击毙了 10 名暴徒,另有 3 名暴徒当场被捕

2013 年 8 月 20 日 喀什叶城县
喀什警方包围了一群正在喀什地区叶城县依力克其
乡偏僻地区受训的 28 名恐怖分子,击毙了其中的 15
人,一名排爆的警察牺牲

2013 年 11 月 16 日 喀什巴楚县 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导致 11 人死亡

2013 年 12 月 15 日 喀什疏附县
多名暴徒投掷爆炸装置并持砍刀袭击执法民警,造
成 2 名民警牺牲,警方击毙暴徒 14 人

2013 年 12 月 30 日 喀什莎车县

9 名暴徒持砍刀袭击县公安局,投掷爆炸装置,纵火
焚烧警车。 公安民警果断处置,击毙 8 人,抓获 1 人。
经查明,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
件,9 名暴徒自今年 8 月开始陆续纠集,结成暴恐
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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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时间 事件发生地 规模、过程、结果

2014 年 1 月 24 日
阿克苏地区新和县

公安机关在处置新和县发生的暴恐案件过程中,遭
到暴徒投掷爆燃装置袭击,击毙暴徒 6 名,抓获 5 名,
6 名暴徒在实施犯罪时发生自爆死亡。 一名公安民
警受轻伤,群众无伤亡,缴获一批爆燃装置和作案工
具。 警方查明,新和县“1·24冶爆炸案是一起有组
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2014 年 2 月 14 日 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恐怖分子驾驶车辆,携带爆燃装置,手持砍刀,袭击
公安巡逻车辆,致 2 名群众和 2 名民警受伤,5 辆执
勤车损毁。 公安民警在处置过程中,击毙 8 人,抓获
1 人。 3 名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发生自爆死亡

摇 摇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表 1 中事件排列所展现出的路线图表明,从 1990 年 4 月 5 日发生在西南疆的克

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的带有明确分裂国家政治图谋的“巴仁乡暴乱冶起,
经二十多年的四处作乱,到 2013 年新疆分裂主义活动迅速再向南疆尤其是喀什一带

集结;今天新疆分裂活动的特征与 19 世纪噶尔丹、张格尔、阿古柏为祸路线正在重合;
如果联系到 2013 年 10 月 28 日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市中心的那起有预谋的驾车冲撞

事件和 2014 年 3 月 1 日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特大暴恐事件,我们就会意识到当

前日益向南疆喀什一线汇集的地区分裂主义事件已不是互不联系的偶发事件,而是

“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冶;淤若再将这二十多年的分裂恐

怖案件串联起来,就不难看出其中已有鲜明且在历史上被新疆恐怖分裂势力规律性地

多次重复过的地缘战略取向。
这里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喀什地区,并不仅指喀什,而是指以喀什为重

心的南疆地缘政治构架。 从东汉班超收复西域、唐朝粉碎小勃律分裂活动、清政府平

息噶尔丹、张格尔和阿古柏分裂叛乱等的行动路线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东北的阿克苏

和东南的和田两区与喀什形成的犄角呼应,仅靠喀什一域并不足以在南疆成势。 中国

历代反分裂斗争经验同样表明,扼住阿克苏与和田,若不西出,喀什也就成了进退失据

的绝地。 明乎此,我们就理解了唐朝治疆以南疆为重,治南疆以“安西四镇冶为核心环

节,四镇以疏勒为龙头,西陲靖边又以控制帕米尔高原为要义的政策设计的深层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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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兰州:“西域咽喉在此间冶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冶淤治疆同理。 前文已分析喀什在治疆中所具有的关

键意义,但若进一步深究,我们又会发现,如果不能像高仙芝那样西控帕米尔高原,那

么东控喀什至兰州一线尤其是其间的河西走廊,对整个新疆稳定则具有全局意义。 诚

如朱希祖所说:“盖汉弱匈奴,唐灭突厥,必先征定西域,巩固河湟;宋明失西域,则侵

陵于辽金,灭亡于蒙满;若夫南宋南明,皆退婴南服,终至退无可退。冶于

沿着天山南北的两条丝绸之路向东经哈密、敦煌,最终合汇于河西走廊,这使河西

走廊成为中原与西域经济政治联系的咽喉要地。 西汉初张骞第二次出塞的成功是由

于霍去病实现了对河西走廊的牢牢控制。 这说明,中原对新疆失控往往从“陇右冶盂开

始,而从长安进入陇右的第一入口便是兰州。
唐安史之乱后,安西、北庭以及河西、陇右驻军大部内调,吐蕃乘虚占领陇右、河西

诸州,安西四镇与朝廷的通道中断。 尽管安西四镇仍有守军,但不久便被吐蕃相继攻

陷。 9 世纪中叶,回鹘占据新疆天山南北,至使唐“缘边羁縻府州已大量撤废或内

迁冶。榆 1877 年(清光绪三年),左宗棠消灭阿古柏、收复喀什噶尔,这也是与此前成功

平息陕甘回变并于 1871 年(清同治十年)进驻并控制甘肃的自然结果。
20 世纪 40 年代,民国政府从军阀盛世才手中收复新疆更是先从控制河西开始

的。 1941 年年初,盛世才为了换得苏联支持,再次“向苏联提议:新疆脱离中国,建立

苏维埃共和国并加盟苏联冶。虞 这引起了正在全力“剿共冶并对河西走廊尚无控制力的

蒋介石的警觉。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为蒋介石收复新疆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先

授权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劝服马步芳让政府军驻防河西走廊并于次年春

派嫡系胡宗南部队进驻河西一带,由此控制了从内地通往新疆的关键通道。 1944 年

苏德战场形势逆转,苏军在东线战场上节节胜利,这促使蒋介石下决心彻底解决盛世

才在新疆的独立王国。 1944 年春,蒋介石将在武威新成立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部移到新疆哈密,并利用新疆内乱派军队进入新疆,随后又部署配有若干飞机的部队

在酒泉集结待命。 看到这样的部署,盛世才知道大势已去,不得不向中央政府交出

新疆。

如果说山海关是北京在东北方向最后的屏障,那么兰州则是长安在西北方向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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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屏障。 河西之要在兰州。 兰州位于祁连山东端,黄河穿城而过,蜿蜒百余里。 清代

著名学者张澍用“倚岩百丈侍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冶淤的诗句形容兰州的战略地位。
至于河西,明末清初地缘政治学者顾祖禹总结得更为经典:“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
固河西,必斥西域。 汉人系此,羌戎宾至如归服者二百余年。冶于

欧亚大陆可容纳的古今战略力量,大体分为欧洲、中亚和中国三部分。 在古代是

西东两端的欧洲罗马帝国、中亚帝国盂和中华帝国,近代俄罗斯又在北方崛起,而欧洲

日益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方的挤压下日渐式微。 中世纪的欧

洲、中亚、中国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为欧洲、俄罗斯、中国并存的格局所取代。 近

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之间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公

元 5 世纪罗马帝国的衰落、19 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20 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衰落及 20
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

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 这样的变局一旦出现,它对

中国西陲安全造成的压力当然是全方位的,而中国平息由此引发的西域动乱的着力点

多集中于帕米尔高原-喀什-兰州一线。
近代以降,国防动力系统改为机械力。 为了西域的稳定,兰州一直都被列入装备

制造业的重要基地。 1873 年,陕甘总督左宗棠曾设立兰州制造局,这对稳定甘肃及随

后进军新疆顺利消灭为祸十年之久的阿古柏分裂主义伪政权,都提供了重要的装备支

持。榆 新中国在“一五冶规划中就将兰州列入布局重镇,建国之初奠定国家新工业基础

的 156 个重点项目中就有 12 个定址在兰州。
近年来,新疆经济文化获得大发展,但与此同时,当地分裂主义势力也在国际反华

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死灰复燃。 这警示我们莫忘历史经验,在注重打造兰州生态“环
境友好型城市冶的同时,切莫忽视兰州在整个大西北安全稳定中所担负的战略保障功

能;在注重将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循环经济引入兰州的同时,不仅不能削弱反而

要强化兰州在“三线建设冶虞期间已形成的近可确保西北稳定、远可稳送物流西出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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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张澍:《金城关》,“倚岩百尺峙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 白马涛声喧日夜,青鸳幢影出岗峦。 轮蹄不

断烽烟靖,风雨常愆草木衰。 回忆五泉泉味好,为寻旧日漱云弯冶。
转引自[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六),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2972 页。 “斥冶,即开拓。
中亚帝国,比如古代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笔者认为,它本质上是欧洲人建立的中亚帝国,是希腊

人对波斯帝国西扩的逆推和重演,这与后来的沙俄帝国是对蒙古人西扩的逆推和重演一样)、安息、贵霜帝国、阿
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等。

参见徐中煜:《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的军械、军火运输》,载《西域研究》,2003 年第 2 期,第 21-26 页。
三线建设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由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是在当时

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中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建设的

重点在西南、西北。 为保卫祖国、防止外敌入侵,打击分裂主义活动提供了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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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生产能力。 就目前的中亚形势看,强化兰州在“三线冶建设时形成的装备制造能力,

殊为迫切。

四摇 判断和预警

进入 21 世纪后,在中国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

中国西陲的安全压力也将相应地增大。

(一)中亚出现的战略真空将加大中国西陲的安全压力

美国衰落与北极解冻,是 21 世纪出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地缘政治变动。

美国在中亚撤军将造成中亚出现巨大而其他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或地区(比

如欧盟)又无力迅速单独填补的战略真空,其结果必然是本土伊斯兰力量的崛起。 与

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的西方人征服后所

引起的中国安全“后院起火冶并迫使中国国防资源向东海倾斜、中国海军由此出现的

情形非常相似,北极解冻将破天荒地改变俄罗斯原有的无北顾之忧的国防结构并迫使

俄罗斯国防资源向北线倾斜。

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缓慢以及北方边境过于漫长,北线新产生的安全压力对未来

的俄罗斯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这将加大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合作需求,并迫使俄罗斯

减少在中亚的存在;与此相应,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或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为争夺中亚

战略真空对中国西陲造成的安全压力和危险必将增大。 这也要求中国在中亚地区加

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

(二)日本诱导中国西进中亚以间离中俄关系

俄罗斯在中亚的核心利益是从其通往印度洋的线路,在这条线路上的中亚地区存

在着强大的伊斯兰反俄力量;鉴于中国新疆西界不在其进入印度洋的核心线路上,只

要中国力量不过多地卷入中亚,俄罗斯中亚战略的重心就不是中国而是伊斯兰反俄活

动。 俄罗斯需要防止中亚伊斯兰势力集结形成反俄联盟,鉴于此,俄不仅不会使用其

全部力量在这一地区与中国开展大规模的正面冲突,相反还会适度对中国力量西进表

示欢迎,这样可以借助中国的力量遏制伊斯兰力量,以减少自己在中亚的支出。 俄罗

斯人明白,中国关注的重心在远东,不会过度卷入被俄视为核心利益的中亚地区事务。

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了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疆独冶冒险在被俄罗斯利用后即被抛

弃的原因。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从中亚撤军后,没有俄罗斯的合作,中国不可能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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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在中亚新崛起的战略力量。 因此,俄罗斯目前视中亚为核心利益的坚定立场对中

国是有利的。 中亚历来被俄罗斯纳入其通往印度洋的核心利益线,正如以台海为中心

的东海是我们进入太平洋的核心利益线一样。 “好邻居勤打墙,好朋友勤算账冶,只有

感到背后安全因而是值得依靠的朋友才能“背靠背冶地团结在一起。 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中亚是中俄两国必须背靠背的地方。 为了东海的战略布局,中国应当对俄罗斯的

中亚利益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予以特别尊重,并以此换取俄罗斯对中国在东海利益的

特别尊重。 我们不能只看到汉唐时代流动在丝绸之路上的巨大商贸利益,同样也要看

到当时在获得巨大商业利益的同时,汉唐两朝也不得不单独承担抵制覆盖整个蒙古高

原的匈奴、鲜卑、突厥势力的南犯和直逼整个西陲的大食帝国东扩的压力———这样的

压力在 16 世纪俄国东扩后从西北逐渐移至东北。 退一步说,如果今后俄罗斯真的像

美国一样也从中亚抽身———这是日本右翼分子目前最希望看到的前景,那么在今天的

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将因无力填补在中国西陲出现的巨大地缘政治真空而对俄罗斯

产生“老九不能走冶淤的迫切需求。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当年德皇威廉二世曾竭力怂恿俄皇进军远东,其真正意图

是将俄国的力量消耗在与日本争夺东北亚的冲突中并由此使德国在中欧获得俄国让

出的地缘政治空间。 日本———当然也有美国———也常用此种策略对付俄国和中国。
1904 年 2 月 10 日,日本向俄国宣战;同年 2 月 27 日,日本情报机关长明石元二郎接见

芬兰宪法党主席卡斯特林,“明石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提供金钱和武器弹药。 卡斯特林

同意向日本提供俄国情报,并以罢工、罢课、示威游行,以至武装暴动等手段,来牵制俄

国的对日军事行动冶;于1904 年 10 月,“在明石的策划下,俄国境内所有的反对党团,除
民粹党和民权党外,在巴黎召开统一战线的联合会议,会期 5 天。 会议做出了‘各党

派各显其能,以示威游行、暗杀等行动打倒政府爷的决议冶。盂 随后俄国境内发生了全

国性的政治动荡,接着便是俄国在远东海上的战败。 2009 年中国新疆发生具有严重

暴力犯罪性质的“7·5冶事件,日本外务省随后以罕见的与中国直接对抗的方式同意

主张“疆独冶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冶头目热比娅于当年 7 月 28 日访问日本;榆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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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 “文化大革命冶中,有人将知识分子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1975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就借用这句台词,深有感触地说:“老九不能走。冶
参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42 页。

胡平:《情报日本》,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8 年版,第 76 页。
胡平:《情报日本》,第 77 页。
《日本外务省透露已批准热比娅赴日访问签证》,http: / / news. ifeng. com / mainland / special / wulumuqisaolu鄄

an / zuixinbaodao / 200907 / 0727_7229_1270113. shtml,登录时间:2009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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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媒体透露,李登辉、达赖也分别于 2009 年 9 月和 11 月相继访日;淤2010 年 4 月 15

日,日本再次向热比娅和达赖发放入境签证。于 如果将这些举动与日本同期开始酝酿

的“逐步改变过去在全国各地均衡部署的方针,而把本国军事力量———自卫队集中到

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冲绳等东中国海附近地区,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坚持拥有主权的钓鱼

岛冶盂军事力量调整计划及 2012 年日本的“购岛冶举动联系考虑,这其间的政治关联及

其意图,则不能不让人与 1905 年的日俄关系产生联想,不能不对近现代中国的动荡与

日本的亚洲战略产生联想。

目前的日本(部分地还有美国)右翼势力竭力拉拢中国各式分裂主义特别是“疆

独冶分子,其媒体在怂恿中国向南海冲击并由此间离中国与东盟关系失败后,榆又竭力

鼓动中国“向西北去冶,声称中国如“不掌握中亚代价会更高冶。虞 这无非是重复当年德

皇威廉二世诱俄东进的策略,怂恿中国为了一些局部利益与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冲突并

由此间离中俄关系,这样中国就不得不放弃对目前中国最为重要的东海的利益并由此

减轻日本在此的压力。 日本有文章声称:“当然,在西面和南面扩张影响力的同时,中

国仍在向东面海洋拓展。 这样做不完全是出于能源需求,北京的战略取决于诸多地缘

政治和战略因素,包括美俄印的意图。 指望中国放弃成为海洋强国的目标是不现实

的。 更合理的希望是,一旦通过西进取得新的能源安全,北京在东面会采取略微放松

的姿态。冶愚

美国哈得孙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理查德·韦茨(Richard Weitz)在《北京为 2014 年

的阿富汗做准备》一文中认为中国无法在阿富汗继续“低调冶:“目前为止,对于美国在

打击阿富汗和中亚伊斯兰叛乱分子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以及美国支持这些国家的经济

发展,北京一直采取容忍态度,认为美国的这些做法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可以接受。

但由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下降,北京需要改变自己的考量。 中国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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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接连邀访中国分裂分子,大失水准》,http: / / world. people. com. cn / GB / 9785078. html,登录时间:
2014 年 2 月 19 日。

《日政府将向热比娅和达赖发放签证》,http: / / world. people. com. cn / GB / 1029 / 42354 / 11380297. html,登
录时间:2010 年 4 月 15 日。

《日本防御重心将向中国转移拟在钓鱼岛部署自卫队》, http: / / world. huanqiu. com / roll / 2010 - 07 /
962557. html,登录时间:2010 年 7 月 27 日。

《中方:日本炒作所谓南海防空识别区居心叵测》,http: / / world. huanqiu. com / regions / 2014-02 / 4805846.
html,登录时间:2014 年 2 月 2 日。

《日媒建议中国向西北去不掌握中亚代价会更高》,载《环球时报》,http: / / mil. huanqiu. com / paper / 2013-
12 / 4650390. html,登录时间:2013 年 12 月 11 日。

转引自《日媒:中国推动西进战略寻求新的能源供应线》,http: / / mil. huanqiu. com / paper / 2014 - 01 /
4763734. html,登录时间:2014 年 1 月 17 日。



当然希望在阿富汗保持低调,但这样的选项正在消失。 中国分析人士认识到,中国、巴
基斯坦及其中亚邻国将会更容易受到在欧亚大陆活动的恐怖组织的困扰,因为这些恐

怖组织试图颠覆对华友好的中亚国家政府,并支持维吾尔族好战分子。 新疆的经济发

展与阿富汗和中亚的经济和安全环境密切相关。冶淤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冶,于以对中国西陲极具战略意义的帕米尔高原为诱饵,诱使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扛起中国扛不起从而可能造成东线防务失衡的外交包袱;“将欲取

之,必固与之冶,盂用“西进冶的提法诱导中俄关系在中亚出现裂痕,使中国无暇而俄罗

斯又无意东顾,造成中国东海出现“薄弱环节冶并使日本在对中国的博弈中再现 1905
年那样的“辉煌冶。 此等招数对中国———当然对俄国也是一样———极为阴毒,如不看

穿,对中国和俄国的未来将是灾难性的。
(三)警惕“铁路陆权论冶的历史回潮

俾斯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
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 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

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 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地预见到别

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 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
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验和个人知识,就能发挥作用。冶榆俾斯麦的这句话是说给德皇

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人听的,但对百年后的中国人也有借鉴意义。
今天我们有些认识似乎再次进入历史的轮回。 有些学者提出雄心勃勃的以交通

打通和经营周边的所谓“国际大通道冶构想,有些文章谈跨境事务就像在谈国内事务,
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态度,其口气很有些像百年前与俾斯麦稳健外交分道扬镳的德皇

威廉二世。虞 更有学者推动这样的认识即认为高铁可迅速加强中国的“陆权冶以弥补

海权的不足,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明治大学客座教授高柏在

《高铁与中国 21 世纪大战略》一书中坚信:高铁可以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当中

国高铁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始颠覆人们关于空间和距离的观念时,陆权时代的回归

变成一种现实可能性,而陆权时代的回归将凸显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 既然中国紧靠

世界岛中枢(即中东地区———笔者注),它可以靠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建立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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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专家:中国无法在阿富汗继续“低调冶》,http: / / news. xinhuanet. com / world / 2014-01 / 20 / c_119037423.
htm,登录时间:2014 年 1 月 20 日。

《老子》第三十六章。
《老子》第三十六章。
奥托·冯·俾斯麦著,杨德友、同鸿印等译:《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三卷,北京: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27 页。
胡鞍钢、温军、王志:《西南国际大通道建设与贸易自由化》,载《中国软科学》,2001 年第 6 期,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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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目前具备的资本与制造业的优势,这种整合将使中国经济受益无穷。 这种陆权

地缘经济将会化解中国在海权地缘政治上面临的压力。 利用建设高铁来推动欧亚大

陆经济整合将帮助中国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建立一个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的对冲,
这将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大格局中处于十分有利的战略地位。 中国在欧洲大陆

高铁制式的制定、跨国高铁管理体制的建立和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确立自己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 陆权时代欧亚大陆高铁管理体制的

重要性类似于世界上的海洋法,制定这个管理体制就是在为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制定

新的游戏规则。淤 高柏乐观地预言:“一条贯通欧亚大陆的高铁带来的将不仅仅是古

代丝绸之路的复兴,它也将使伊朗、土耳其甚至埃及这样的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

古代文明大国有机会再现当年的繁荣。冶于

但是,有点历史经验并能由此“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

的冶人都会明白,跨境物流关系的后面并不是简单的物与物的关系,而是复杂的人与

人、国与国的关系,这是马克思《资本论》告诉我们的基本道理,地缘政治后面自然也

是人缘政治。 国际陆运与海运不同,前者经过的是一个个主权国家,后者则是一望无

际的公海。 经过主权国即使做白送这样的好事也要与人家商量,盂而后者则较少有这

方面的顾虑。榆

殷鉴不远,19 世纪末,大陆国家尤其是欧亚大陆最大的陆权国家沙皇俄国都曾热

衷过以铁路强化其陆权扩张并由此弥补其海权不足的理论和实践。 俄国加快修建西

伯利亚大铁路并使清政府同意俄国修经中国东北境内东进太平洋的铁路。 为了共同

对付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与沙俄

达成有关在中国境内修建“东清铁路冶的协议。 陆权论的开山人物麦金德看出了这条

铁路的地缘政治意义,他不无羡慕地说:“俄国的铁路从西端维尔巴伦(Wirballen)到
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整整长达 6000 英里。 正如过去英国在南非的驻军证明它是海

上强国一样,俄国目前在满洲的军队也证明它是机动的陆上强国。 诚然,横贯西伯利

亚的铁路仍然是一条单一的和不安全的交通线,但是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整个亚洲将

会布满铁路。冶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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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柏等:《高铁与中国 21 世纪大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17 页。
高柏等:《高铁与中国 21 世纪大战略》,第 9 页。
“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冶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3 年版,第 181 页。
关于高铁陆权说对中国的影响,可参见吴征宇:《向“陆冶还是向“洋冶? ———对掖高铁与中国 21 世纪大战

略业的再思考》,载《二十一世纪》,2013 年 2 月号,第 105-113 页。
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67 页。



事后的结果让当时那些热捧以铁路扩张陆权理论的人感到尴尬:东清铁路修成

后,中俄关系严重恶化。 这里的悖论是,修铁路就得管铁路,跨国管理境外资产特别是

巨额资产,如无自卫能力,基本就是空谈。 但若有自卫能力,那么“经济整合冶就必然

要转化为“政治整合(其实就是干预)冶,共管必然转化为主管。 当年在东清铁路上,俄

国人没有逃脱这一悖论:为了维护这条铁路的管理权,俄国与中国产生的纠葛竟持续

了半个世纪。 1952 年年底,临终前的斯大林算是看明白了这个道理,为了改善与中国

的关系,他将铁路完全移交中国。

无独有偶,1888 年,德国从土耳其取得建造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至安卡拉铁路的租

让权,并成立德国小亚细亚公司从事修建工作。 1889 年,该公司根据德皇指示,于

1893 年 1 月又从土耳其取得延展铁路至科尼亚的租让权。 尽管遭到英法列强的激烈

反对,这条铁路还是于 1896 年建成。 但德国并未就此止步:1903 年,德国又获得从科

尼亚向前延展经巴格达至波斯湾的修建铁路租让权。 令德国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被

称为“巴格达铁路冶的工程严重恶化了德英关系,最终竟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重要诱因。

当然,我们说这些并不是不要通过境外贸易促进对外开放,而是要实事求是和极

为谨慎地对待高铁跨境及所谓地区“经济整合冶问题。 “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

里。冶淤当年俄国在东清铁路上也是以“经济整合冶为开始,但最终却演化为政治整合并

由此导致中俄关系在相当一段时期出现不信任甚至恶化。 只要看看俄国人用了上百

年的时间整合并使之加入苏联的中亚诸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瞬间就与俄罗斯分离

迄今的事实,我们就会知道,中国目前在周边只有进行地区合作的能力,而没有进行地

区整合的能力。

但是国际合作尤其是在“中间地带冶于的国际合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冶,它不应当

只是单方面发出的“邀请冶,而应当是在双边或多边共同倡议并在公约规则中平等参

与的行为。 这样的合作尽管缓慢且曲折得多,但做起来比较踏实,也比较实际。

(四)中国近似“大满贯冶式的海外贸易赢利已近极限

办事之难,难在事后人际关系的消化而不是战果的获得。 不难预料,这些被命名

为各式“大陆桥冶、“国际大通道冶的跨境铁路及其物流一旦成势,我们面临的真正困难

也就真正开始。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何尝不是磨合乃至冲突之路。 看看 1998 年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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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排华事件冶以及中国曾在伊拉克、利比亚、南苏丹和乌克兰的一些投资项目乃至刚

与泰国达成“大米换高铁冶的计划可能或已经搁浅的结局,淤我们就会明了,没有以相

当的自卫手段为依托的经济“红利冶,其增长是有极限因而是不可持续甚至还会发生

逆转的。
那么中国国际贸易增长的极限何在呢? 我们知道,生意也是政治的继续。 一国

外贸的国际份额是其在世界中所占据的政治份额决定的,而中国能在大国“中间地

带冶获得广大市场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由于中国产品的物美价廉,而更多的是由于

这些处于中间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政治的需要。 它们需要中国因素以打破欧

美的控制,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国家也不会完全排斥欧美并以此获得政治平衡。
这样的哲学考虑在客观上规定了中国国际贸易增长的极限和底线。 至于两者即极

限和底线之间的空间容量,不完全取决于中国商品质量、价格等经济因素,而主要取

决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政治需求程度。 毛泽东明白这个道理,1956 年 2 月 10 日,他
在会见泰国友人时说:“美国提出了口号,要反共、反中国,在这里造了一道墙,于但实

际上是为了控制墙南各国,损害这些国家的利益,使得各国的大米、橡胶卖不出去。 亚

洲各国可以相互帮助,泰国的大米、橡胶可以在亚洲找到市场,我们愿意同你们进行贸

易。冶盂毛泽东从政治上楔入和开拓中国外贸空间的思路在今天仍需我们认真领会和

深入学习。
西方人更懂得“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

来摧毁冶榆的道理,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其他地区屡试不爽后转用于对付中国的“茉莉

花冶式的“武器的批判冶,目前看已近乎失败,那么剩下的可能选择如果不是“批判的武

器冶,又可能是什么呢? 历史上,市场经济活动也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绘画绣花,市
场历来是与政治暴力相伴而行的文明形式,而文明与野蛮只有一步之遥:当你钱赚得

势不可当的时候,野蛮就会接踵而至。
今天的中国人对其近似“大满贯冶式的海外赢利有些突如其来的惊喜。 否极泰

来,然泰极亦可生否,天下既没有一直吃亏也没有一赚到底的买卖。 2002 年的伊拉克

战争、2011 年的利比亚内战,再到今天南苏丹动荡时中资企业大批撤回及中泰“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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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取消进口 120 万吨泰国大米或影响“大米换高铁冶计划》,http: / / www. guancha. cn / economy /
2014_02_05_203926. shtml,登录时间:2014 年 2 月 5 日。

“墙冶,在这里指 1954 年 9 月,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

斯坦八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1955 年生效时,成立了东南

亚条约组织,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 1977 年 6 月,该组织解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 525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9 页。



换高铁冶计划搁浅的事实预示,中国软实力在国际市场开拓中的有效性———如无硬实

力迅速弥补———已近极限,由此引起的带有强力乃至暴力色彩的政治反弹以及中国海

外市场份额巨大收缩已“风起于青 之末冶。淤 对此,特别是对中国有能力保障的国际

市场范围我们应有客观的评估并将我们以外向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及时调整

到“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 自力更生任何时候都不能少,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

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冶于的思路上来。

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事实上,目前中国有能力保障且可

持续开拓的国际市场范围基本不出亚洲。 至于亚洲之外的利益,我们要学会在全球利

益平衡和交换中保持其稳定性增长。 可以肯定,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中国与其他国

家进行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换的筹码将会越来越多。

五摇 东海是当前中国安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西陆和东海两个方面,中国同期只能在一面取得突破且不能走得太远,这是中

国历代尤其是汉朝、唐朝特别是清朝治边的有效经验,这方面矛盾处理得比较好的是

新中国外交。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临东部需要解放台湾、西部需要解决藏疆问题的双向

任务。 1950 年 6 月 6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党作了题为《不要

四面出击》的讲话,他强调:“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 我们绝不可树敌

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冶盂

当时美国明确帮助蒋介石集团并且介入朝鲜和越南的南北内战,对此,中国选择

了以基本建设为牵引的依陆向海、在雅尔塔框架中联苏抗美的策略;20 世纪 70 年代

初,苏联对中国北方的安全压力日增,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国又果断地做出以改革开

放为牵引的依海向陆、在雅尔塔框架中联美抗苏的策略选择。 为此毛泽东与尼克松握

手,这为邓小平时期的中美建交做了很好的铺垫。

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获得了快速发展,海外利益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

要动力,而两岸统一尚未完成,日本右翼势力又急速膨胀、其突破宪法第九条非战条

款的危险在即。 这使历史又回到类似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安全形势之中,东急西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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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宋玉:《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 之末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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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特点:淤在东部地区,台海两岸尚未统一而日本右翼

势力又在新世纪迅速膨胀;在西部地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受到重创并被迫撤

出,这将在中亚留下战略真空并引发新的战略力量的崛起,并对中国西陲产生新的

安全压力。 笔者在此再次强调,如果此时俄罗斯再从这里抽身,那么这种压力在东

海问题日增的当下,对中国而言就是不可承受的。 在东西两向的安全压力下,毛泽

东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冶的策略对我们认识今天的安全形势及

解决方法仍是有效的。 不言而喻,中国也必须再次做出相应的依陆向海的策略

调整。

如果说中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安全问题是生存问题,那么 80 年代之后中国的

安全问题就是发展问题。 发展安全是这一时期中国安全哲学的核心概念,于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发展问题就是生存问题。 中国西域是中国整个发展的托底和大后

方,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冶。盂

今天以台海统一为总牵引的东海安全已成为中国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所在,这使东海

再次成为中国安全问题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们只有认识和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及

其主要方面,才能全盘统筹,确保中国未来发展在根本问题上不出现“颠覆性冶的错

误,榆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稳定的国基。

[收稿日期:2013 鄄 01 鄄 06]

[修回日期:2013 鄄 02 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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