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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服裝時尚終於恢復與外界的交流，此時期的服飾追求

多樣化、全球化與文化歸屬感。

透過此書我們可以明瞭政治與服飾時尚之間複雜多

變的關係。清朝政府強制規定人民該如何穿著，王朝滅

亡後，接續的中央與地方政府仍持續對服裝進行控制。

概括而言，過去超過一個世紀以來，政治不僅影響中國

與世界時尚潮流的互動進程，也影響生產與消費自由

（時尚的必要條件）。然而，安東籬嘗試告訴我們政治並

非服裝變遷的唯一因素，新的科技、工業、商貿和文化

交流等因素亦值得關注，「時尚」的創造與流行正是此

多元因素相互激盪下的結果。（詹怡娜，中國文化大學

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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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其歷史亦甚為久

遠。中國傳統史書歷來將新疆地區稱為西

域。早在漢代之前，西域就與中原地區有所交往。漢武

帝於建元三年（西元前 138 年）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

始與西域地區建立起政治聯繫。太初四年，漢朝在西域

設立使者校尉，進行屯田。神爵三年（西元前 60 年），

漢朝在此地設西域都護府，管理大致今日之新疆地區。

從此，西域正式納入漢朝版圖。到東漢時期，西域都護

府得以繼續發揮重要作用。魏晉至隋時期，歷代都在西

域行使管轄權。十六國時，前梁在此地設立高昌郡、鄯

善郡、且末郡以及伊吾郡。唐代在西域的管轄範圍超過

了漢代，並對當地實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唐朝之後，西

域地區曾經出現過三個較為強大的地方政權，先後服屬

於中原政權。元朝在西域實行行省制，曾先後在撒馬爾

罕設阿姆河行中書省，管轄河中地區；在今霍城一帶設

阿力麻裏行中書省，管理伊犁至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

區；在今吉木薩爾設別失八裏行中書省，管轄天山南北

地區，後又在別失八

裏行省之下設別失八

裏、和州以及斡端三

個宣慰司，分管北疆、南疆以及和闐地區事務。明代稱

新疆地區為別失八裏，後改稱為亦力巴里。明朝雖然未

能直接管制西域西部地區，但是統治當地的察合台家族

依舊臣服於明朝，而西域東部則受明朝直接管理，永樂

四年建成哈密衛。清朝在統一新疆地區後，將額爾齊斯

河以東以北歸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額爾濟斯河以南以

西及天山南北地區則歸伊犁將軍統轄，哈密至烏魯木齊

一帶則由甘肅布政使管理。光緒十年（1884）新疆正式

建省，省會迪化（今烏魯木齊）。光緒三十二年（1906）

將阿勒泰地區從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改為直隸於中央，

並於 1919 年劃歸新疆。中共建政之後，按照民族區域

自治的原則建立起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但是近年來新

疆問題亦時有起伏。由於地處歐亞大陸的中央地帶，中

國新疆往往成為歷史上大國競爭的中心舞臺。進入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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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隨著中國國力的衰落，新疆地區日益受到外部力

量的干預。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新疆地區的穩定和健

康發展是中國穩定和健康發展的一個顯著標竿。在研究

新疆歷史的過程中，除了關注國內的相關著作之外，也

不應忽視國外學者的相關科學著作，撇開形形色色受到

政治偏見籠罩的西方著作，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歐亞十字路口：新疆歷史》）一書是近年

來出現的幾部較為系統客觀地研究新疆地區歷史的專門

性著作之一。

本書內容包括三大部分：前言、主要內容以及附

屬部分。主要內容中又細分為八部分，分別為：1. 古代

的碰撞（原初時代至 8 世紀）；2. 中亞勢力（6 至 16 世 

紀）；3. 在伊斯蘭與中國之間（16 至 19 世紀）；4. 在帝

國與國家之間（19 世紀晚期至 20 世紀初期）；5. 在中

國與蘇聯之間（20世紀 10年代至 20世紀 40年代）；6. 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中（20 世紀 50 年代至 20 世紀 80 年

代）；7. 在中國與世界之間（20 世紀 90 年代至 21 世紀）；

以及 8.「最後的總結：平衡行動」等。（這種時段劃分

與大陸新近的《新疆通史》相類似，大陸編纂中的《新

疆通史》全書為分 13 卷 15 冊，共約 400 萬字左右。採

取通史加專史的編寫體例）附屬部分包括「附錄：新疆

歷史年表」、「總書目」以及「索引」。在前言中，作者

認為，「新疆」這一地區在歷史上有過很多的稱謂，諸

如「中國的土耳其斯坦（Chinese Turkestan）」（此稱呼是

與「俄屬土耳其斯坦（Russian Turkestan）」相對應而言

的，這種稱謂存在爭議性，因為這經常會聯繫到「東突

厥斯坦」分裂主義問題。參見本書頁 1 等等），這一稱

謂反映了這一地區歷史上的多族群、多文化特徵。作者

在書中稱自己既非是一個漢民族主義者，也不是泛突厥

民族主義者，而相反，他更願意將自己視為漢人和維吾

爾人（以及在更一般意義上的中國人）的共同朋友。他

試圖以這樣的姿態研究新疆史。本書的目的並非側重於

政治事件對當代新疆的影響，而是對在世界歷史中扮演

重要角色的這一地區的歷史加以概述，而關於這方面，

之前尚無系統的英文著述。儘管對於新疆歷史有一些重

要的英文專著，但是那些非專業的讀者們除了一般的背

景知識之外難以獲得更多的資訊，本書則力圖對新疆各

時段的歷史狀況加以系統性的論述，以彌補這一空白。

雖然本書主要內容分為八部分，但是主要還是側重

於清代之後的新疆歷史。這有其歷史的原因。新疆問題

之成為一個困擾中央政府的真正關鍵性問題始於清朝。

在康熙、雍正、乾隆朝，清廷對新疆地區（當時的準噶

爾帝國區域）的軍事政治行動成為當時清朝政治機構

（如「軍需房」、「軍機處」的設立等等）和社會改革的

一個重要推動因素，而這些政治機構和社會改革又連帶

地對未來的清代政治軍事形勢產生了深遠影響。清朝對

「最後的草原帝國」 ― 準噶爾的軍事行動成為清朝一

舉解決西北邊疆問題的關鍵之一。（這裏採納湯瑪斯•

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和中國》（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 

Cambridge, Mass.: B. Blackwell, 1989）一書的觀點，見本

書第 8 章，尤其是頁 276-277。本書通過對 2000 多年歷

史時段內遊牧帝國和中國的歷史關係的考察，提出了一

個解釋包括蒙古帝國在內的遊牧大帝國興盛和衰亡的政

治和經濟組織分析模式，並對中國與這些帝國的關係作

了貫通性的研究。在本書中，作者還指出，外族王朝對

中國北方地區統治的週期律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一種基

於集權化（centralization）與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之

上的機制的更替過程。對於更為廣義上的中國北部邊疆

變遷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本書。除了具體論述，本

書亦包含較多的圖片資料，從中可以給讀者以更為直觀

的印象。（袁劍，德國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歷史系博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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