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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体系结构与边疆问题：
以欧亚为中心的思考

袁　剑 a

摘要：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结构化论述，影响着人们对于区域特征与定位的认知。作为世界

主要区域之一的欧亚大陆，诸如中亚这一欧亚边疆区域，影响着欧亚大陆区域性世界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并

在古代丝绸之路网络、近代殖民帝国秩序中经历了从辉煌到没落的巨大转变。经由对贡德·弗兰克对于中亚

及其世界体系地位的经典叙事的解读，可以进一步理解边疆在理解和认识世界体系结构过程中所具有的现代

意义，在此基础上加深人们对于中国—中亚关联性的理解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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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整体思考架构的世界体系理论

̅ ς world-system theory ω̜˵ ѵ ὠ ᶞӶᵷ Ӷ ς Ằ

̒ Έ̅ ѱ ˿֥ἇѱ Ϩ̾ Ӷ һ ˿♩ѵ ӿ̈́͟ΐ ̊

Ίᴃ ˺̅ ᴞ˿ặνכ ȋ̅ ς ѱ Ы ӡ ̦˵ ₿̅ ω̜˵̒ ς

̜ ѱ ςς ̕Ησ˵̒ һ ᾊ֥ἇȊẤ₅Ȋ Ȋ Φᴋ ȋ

Ằ ̕ ў ͍ һẰ ̒̅ ς ̕ Ὅ ν Ѵ̕ ѶỢ һ ֵνↄ Ấ₅ȋ

̅ ς ̝ ͮ̎̒ תּ ˵ ͮς һ ᴋ֙Ҽѩ һ ₯̈́ ̒̅ ς Ίᴃ

ς ̕Ѵͻ һ ᶞ ˵ ͮ˼ ˻ һ ˵ ͮ̅ ς ς ᴋ֙Ҳᴇ

һ Ѵ₯̈́ς Ѿ һѾẰӾӶ˿ Φ ᶞ ˵ ͮ˻ ˼ һ ȋ̅ ς

ὠ Ằ̈́ ₯̅ ς ᴋӾ һ ̾ͮ Έ ͉ ӡת ͫ ̅

ᴪẤᵷᴪὠ֥ἇẰ̅ ᵷһ♩ς ̕ ּ ν ȋ

ẰẤѾ‚ Ί ᵷһ ̕ ͮ̕ ĸ ѱ Ȋ͌̊₯תּ ֥ἇẰ ̒̅

ς ̕ Ὅ ν ᵷ ᵷһ +ͮ̕ ̾̊͌ᾊσẰ Έ ̜ ̒̅ 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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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ς ≢ һ +Ằ Ӷ ˻ ̜ Ӷ ὕ ‚ ₯ᴓὕ˵̒ὠ ֥ἇĸĸ

ѱ + Ҳ ↨ ˵ặ֥Ằ ΈⱤ ᴴ μ Ằ ΈΊ Ấ

һ♩ς ̕+ ᴋפ ϩ ặν ϩ ặν ᶞ Ấ₅ Έ֙ Ợ ϝѴ ͮ

ᴇ≠̕Ấ₅ᴴ ̥˻ ᴇ Ấ₅ ȋ ͍ ֙̾ ˼₯̈́̅ ς ˿

+̜ ˵ ̅ ς ѱ Ϩ̾ Ạȋ

Ԏ ốẰѴ ת2011 זּה˵ ̕ Ҳ̾Ȑ Έ̅ ς ȑ ה˵ ᴃ

ļ ̸ Ằ̈́ Ằ  Ὓ֥һҲẰ ̝̥̅ Ѿ ᵷὕ ȋ ̝

Ằ ͍ Ѿ ͟ΐ ὛӂһҲ̕ ֥Ȋ ֥ᵷ֯ ֥ȋ˾ ѭ ̂ ₧̾Ằ ͍

̦ὕ ặ֥ ̦̜ὕ ̀Ẻȋ ấ ͟ΐ Ằ̅ ặ֥ᵷὕ ̀Ẻ̦

бҲ֥һȋĽaͻ Ҳ ļ˵ Ί Φς ̜ ₯ Ίӡ Φ ‚‚ ӂһ϶ᴋ ̥ȋĽb

Φς Ấ₅ ꜞѩ₯ѵ Ấ₅ ὗ ᾊ̅ ς Ȋ Ấ Ίᴃ

˿ ȋẰ ̒ ̕ ѵ Έ ̅ ς ȋļͮ 15̅ 16̅ Ӊ ˵̒

ΐᴛ Ѵ̜ ̅ ς ∆⁶ᵗ ȋ ˾ ˵̒ꜝẤ ↨ ּ ὠꜝẤ˵ +ѵ

͍ꜝẤ ȋ ˵̒● ́ ˵ ̒̅ ˾ΦҲ Φς +ѵὐ Έ̅ ς ȋ

˿ꜝẤȊỸⱫẤ₅ Ấ₅˾ᴯ  ˵̒ ˵ς ˾ ˵ςȋĽcב϶ᾊ ̅ Ѵ

ͻ֥ἇ ὗ ̅ ς ̵ Ợȋ ͮς תּ  ˻Ɽ ˾҂ ̅ ̕ ȋļẰ 12̅
̊֯ ˵ ӄꜝẤᵷℓ̅ Ѵ̕ ὗ ȋ ặ̕ ˵̒ḋ̈̕ Ȋבּֿ ὠӍỸ

ⱫẤ₅ Ίᴃ˵ ˻תּ ֚ һặ֥Ằ ȋͮ תׇּ ӑ ặ֥ ̾ᴓ˵̒ ̕

̕Ấặ֥ ˺̒ ͮ ᴑӑϸẤ ͌̕ὠ ẑ̒ ặ֥ Ằ ̜ ͉̒ μ ֚ ͮ

תּ Я ặ֥ȋĽdẰ Ԏ ố ӡ̦ת֪˵ ̅ ↄⱤ Ҳ ̾ὗ֥̒ἇ̅ זּ

ὗ꞊ ̜ ặꜞ ֥ἇ ́˻ ̾˵ ѵ ֥ἇ ȋ

Ằ ˵ ̕ ᴪẤ̦  +ᴴὕ ≠ ᶞ̾ ѱ֥ἇ

ς Ѿ זּ ˿ ȋļ Yves Renouard ͫ ẤȊ Ấᵷ

ᾊσẰ 1212ĸ1214ת ˵ ӄ ̀̕Ӊ  ȋ Ằ ͍ Ѵͻ [ ᾊ֒

Provence ᵷӺ ↕͌ Catalonia ẰѾ ặ̕ Ấ₅ ′ ω̜ Ấ ˵ һ֒

Ấ ẰѾ ὠ Ấ₅ ] Ἇ ˻ ᴱ ̾ ȋў ᴱ Ằ Έ

ᵷẰ 20̅ ˵ ≢ ȋ Ằ ̒ ˾ͧ ӂ ̃ ₿

˵ Ɽ Ҷ ȋ ↄ ϓ Μ ĺ ᴋ֙ĻȋĽeѴ̕ Ấ₅

̜˵ ѶỢ + ᵎ ꜝẤ ̕ȋ Ԏ ố ҇ ļ Ấ₅ ˵̒ặ

ἇֵν Ѵ ꞊ μ+ ϝ ̜˵̒ Φȋľľᾊ

ΐ ο 16̅ Ί Ấ₅ ẰꜝẤ ̕ ặꜞ ₯ᴯ˵ Φ ꜝẤ ҃

́̈ᴖω̜ Φ ˵ ќ ĸĸ̵ ˾ᴛ ќ ĸĸ ̤́ ↄΦᴋ Ӻ

ὑ ȋĽf ᾊͻ Ҳ Ằ Ấ₅ ̅ ̕ ̦ Ί Ӊ ѴѾẰ

ȋ Ấ ᴖ ѵ Ҕ ᵷᴛ ẕ̜ ὗ Ắặ

ᴇ≠ ͮ й ̝Ằא ̕ ὧײ ѩȋẰ ӾӶ̦˼ ͌ὠ ὗ֥ἇ ̜ Ӊ Ȋ

a　[ 美 ]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郭方等译，郭方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

第 8 页。

b　[ 美 ]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第 10 页。

c　[ 美 ]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第 13 页。

d　[ 美 ]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第 15 页。

e　[ 美 ]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第 22—23 页。

f　[ 美 ]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第 2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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ꜝẤ ̦ᴱ Ȋ Ȋϸ ꜝẤ ˵ ӓ ꜝẤ Ӷ זּ ặꜞȋ

ẰѴͻ˵͍̅ ς Ԏ ố ̅ ς Ạ ļ̕ ĸὕẠĽļA-B ᵧ

ĽΊᴃļ ĸ ̀Ľ˺ ѱ ≠ ᵖ ˵ Ɽ Ằ Ȋѵת ӄזּ Ί

ᴃẰ Ἇ ˻ ͕ ̀Ȋ ̀˿ ̀ ͮ ˾ᴯ תּ ȋ Ш

˵ һ ̾˵̒̕ ẤẰᴯ ᴉ Ѫ ˺ ΤԈ̦ᴱ ˿ ᴯ ̵₿ϝ

₯Ѫ ‚ һ ∆ ӑ₯ֵ˵ּזӄ Ҧ ˻ ͮ ᶞ̾‚ ₯̈́Ѫ ς

һ ȋa ˵ Ằќһ Ԏ ố̅ ς ‹ὠ ᴃѴΖШ Ἇ ˻ ˵ Ҳ̾

ѵ ς ̅ ς ȋ Ằ ̕ + Ằ̅ ς ̕ ѾẰ

̥ +₿ ͌ Ẻ ѩѴ ₿̜ ̅ ς ς Ϩ ȋ

二、欧亚的地位与边疆问题

͌ὠ ω̜ Έ̦ӡ͟ ᴞכ ̝ ᴜ ּ ̾͟ ᴞᴌ́ ν ȋẠ ֥͌ἇ

≠ ̅ ς ϶ב Ằ Έ̦ᴱ ≠ӑ ὠ ϩ ẓ ₯̈́ ͌ὠ ˿ ȋ

Ằ ̒ὠ ̕ ᶞ Љ ̾͌ ȋμב϶ᾊ Ằ ᴰ Ấặ

‚₅ ļ͌ ͟₯ ᶞ Ѫ ̥ ΐẰ͉֩̅ ᴑ͟ѩϵ̦ӡ Ľbȋ

Ằ ̕ ͌ὠ ̎ ᶞ ὠ Ἠ ̾ ͌ὠ ặꜞ ᴞכ Ӿ ̵

͟ΐ Ί ̜Ѫ ặ ͌ὠ ˻ ᵧ ͇ӾᴃѴ ᴱ ὑ Φѱ ӑ֥ἇ+˾ ר

֙ ́˻Ằ Ί ᶞ͟ΐ ᵷ תּ ᴪ ļҰ Ľ˿ļἦ Ľ ͮ ͟ΐͮכ

ļ Ľᴴѱ ѵ ˾ᴯ ֙ ֥ἇ̜̝ ₯ ļ Ľ ᴋȋc ᴋ

ε ₯̦̈́ӡ ᴯ ֙ ᴪ֥̒ἇ Ίᴃ₯ ͍֥ἇ /
ν Ѫ ȋ

Ằ ̕ • ѯѠ Gunder Frank ̅ ς ‚ Ҳ̾̅ ς ֥ἇ

̜ ̕ Ằⱳ ὗ ΈↄⱤ ᴇȋ ӑ̾̅ ς ļ ˵ς̕ὗ

֙ ⱡ ́ Φ ‚̵ ᴛ̾ ˵́ ↄẰ̾ȋ ΐ ̜ Ȋ͟ Ȋ ֙Ȋ‾ ᵷ

Ѵͻ ⱡ ˵҂ᴊӑ͟ΐ ᴛ ͟ΐ̵˵҂ כּ ͍ⱡ ȋ №Ằ ≠ ȋ

ᴯͫ ˵ + ׄ˾ᴯ Ằכᴞ˻̵ Ȋᵧ ĸ א ̝ ȋ

ᴯͫ ˵ ẗ Ằ ˵ὠ ˵ὠ ᵧẠ Ӿ Ằכᴞ˻̵ א Ѱᴯּכͽ

Ἱ ẛ ˵ ԀӶȋכᴞḀ ̝̥ĸĸ ̕ ˵ ⁵ ́ ̵

₯ ˵́ᵷѱ̈́ ˵́ бҲ ˵ ĺᶶ‚Ļ ĸĸ ̈́ ᴞכ̒  ˻̵ ̈́ᴞ

ӡ ȋĽdẰ Ἇ ˻ ω Ҳ̾Ằ֥ἇ ̕ ́Ε ȋļᾊ ΐ ̜̅ ς ˵

̒ ˵̒ĸĸμ Ằ ς ᴱ ĸĸ ᴇ ˾ Έ ̤ ↄ

˾ᴛ ᴪς ᴖ ΐўӡ ͇ ὧ ȋ ΐ ӑ 13̅ ̅ ς

ς ȋľľ ̝₲ω ĺ̕ ặ֥Ļľľ ͌̕ᵷׇּת ặ̕ ╣

ặ֥ᴖ˾ Ѵϩ ặ֥ Ɽȋ ͍̕ ặ֥Ằ 13̅ ˵ ѶỢ ̅ ς ȋ ˵ ∆˵ ӑ 16
̅ Ҕ ặ Ί ȋĽe₯ 16̅ ͍ ̾ ˿ ̅ ς ֥ἇ

ᴋ ѱ ȋ Ằ ᴞכ ˼ ֥͌ἇ₯̅ ς ѵ ᶞ Ѵ̕˾ͧ֒

a　[ 德 ] 安德烈 • 冈德 • 弗兰克、巴里 •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 年还是 5000 年？》，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10 页。

b　[ 英 ] 哈 •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59 页。

c　袁剑：《“思考空间”与文明交界带——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文—边疆视角》，《思想战线》2023 年第 2 期。

d　[ 德 ] 安德烈 • 冈德 • 弗兰克、巴里 •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 年还是 5000 年？》，第 2 页。

e　[ 德 ] 安德烈 • 冈德 • 弗兰克、巴里 •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 年还是 5000 年？》，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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ᾊ 16̅ ̵֒ ᾊ˼˵͍ ᾊ ת1405 ̜ ᴱ˵νļ̅

Ľ ꜗ їẰ Π ̅ײ̕ ꜗ їꜝẤ ◌ ᵪ ᴭ Ί Ấ̝ꜝפ

₲ ̒ ͌ὠ Έ ȋa

℗ • ̜ ᾊͫ ̜ Έ̅ ̝̥ ˵ ̅ ᴞכ ̏

̾́ȋ ˻ 16̅ ̦ӡ Φ ↄ˾ ͇ №Ằặ֥ ς Ằ ͇ ̀

Υεȋᾊ ѴѾẰ ͇ ᶞ ↄ ΊѪ ᴱ ᴇ≠ ȋѴ̕ ͌̕Ằ̅ ς ̕ ν

͍ ȋẰͻ ļ ˵ặ֥ ↄ˾чѴͻặ֥ ȋ ˵ặ֥ ў ὠצּ͍˵

ꜝẤĸĸ ᾊ ꜝẤ ͍ꜝẤў ₿ᴑⱳ ̊̕ ᴱ ᴁ₿Μ ѯ ᵷ̕Ấתׇּ˿̊̕

̾ ȋ ˵ặ֥ Ằ ᴭ Ѭњ ת1300 ὠꜝẤצּ˵̜ ̕ ȋↄẰ ὠꜝẤצּ

ӡᴱ ˵ặ֥ ѩ̾Μ ѯ Ạȋ ˵ặ֥ ў Ѵ ̜ תּ

̕ὥ ᴁ ѩĺ₴ Ļ ∆ ȋ ˵ặ֥ ̝ ̈́Ѵ Ὅ ặ ν

̾̊ ̕ẤȊׇּתȊ̊̕Ȋ ˵ς ᴪὕẠặ֥ ȋ ˻ ᴑב˿

˻ ̀ ˵ ӑ 16̅ ὧגѴ ȋĽbͻ ˵ Ұ Ҳ ͌ὠ ˻ Ằ̅

ς ̕ Ίᴃ͌̕ặ֥Ằ 16̅ ̦ӡ ̅ ̕ ȋ

ᾟ • ⱬ ־- ӆ ₯ᴪ֥ἇѾ ς һ ˵ ̾ᴪ̒ặ֥ ς ̦

ѾẰѱ ᴃѴᵖ ļ Ľȋᾇ ̜ Ѫ ֙ς Ҳ +˾ ᵪ ặ֥ ς ˼

̐ὧ Ằ˵ Ѵ Ȋ Ο˾ ᵧ ᴇ≠ ᵧ Φ ļ Ľ˿

ȋẰ Ἇ ˻ ̜ ˵ ặ֥ Ӿѵ ˵ Ằ˾ ‴Ḧ ˿ ̜ ͍

ặ֥ ᴱ̈́ς ᴇ ᴋ֙ ếר תּ ͍ặ֥ ᴱ ̎ ҕ ˻ᴛΊ

Ѱȋc ҕ ̵Ằ̈́ ͌ὠ ᴃѴѾ ̕ȋ

三、边疆事务与欧亚流动性

ᴞכ ἲ Ϩ̾ ᵷ ́ӻ˿ ͌ Ӿ ̦ ℗ȋֽתּ • ₔ Ằ ᴃ̅ ᴪ֥ἇ

ӓּתĸ ֙ Ợ Ҳ ļẰ̊ ᵷ ᴑΈᵷ̅̕ תּ ặ֥ ὠỢ ς˻ ͕

֙ ˾ Ѿ Ợ ↄ Ợ ὗ̵ᴖ Ѿ Ợ ȋẕ ͻΐ זּ ӆ +˾

ч ̜ͫ Ấ ĺ ặ Ļ ₯  ͂њς ̵ↄ ˾˻˿ ₯

ѠȋẰ̊͌ᵷׇּתꜝẤ ᾊ ẰΜ ѯ̅ ̊ ׇ ặ̵֥ ᾊ ȋĽd ˵ Ҳ̾ᴑΈ

ς μ ̾ Ằ ͌ὠ ѵ ̥ȋ

˵ Ϩ̾ ͌ Ӿ Ἇ ȋכᴞ˻ ͌ὠ ̊ ̎ ω̜ᴑΈ̅

͒ ѵ ̥ ̋ ̦ ᴃѴ ѱ ᴯ ̵ᵖ ̾ ̒ ͌ὠ ᴪ ̕ ᴃѴ

ặꜞ ᴞ͇Ӿכ ặꜞẰ ᴞ͇Ӿ̕ѵכ͍ ˵ Ӿ Ằ ὠ ˻תּ ᶞ̾

͌ὠ ̡ ̒ᴑΈ̅ ᴴȋϢᾊ 12ĸ14̅ ͌ ᴞכ Ằ̅ ᴞ˻ᴁ ̜ ᴑ Έ ˵

ᴑԈӶҦ̩ ̾ ̒͌ ὠ ᵷ̊ ặꜞ ᴯ ̵ ̾ ͌ὠ ̊ ȋe

̾ ͌ Ӿ Ε אָ Ѿ Ằ ὗכᴞ˿ ͟ᵠȊ ˿І

̜ אָ ͌ Ӿ Ϩ̾ Ἇ ȋ

a　参见 [英 ]约翰 •达尔文：《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黄中宪译，北京：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b　萨米尔 • 阿明：《古代世界诸体系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载 [ 德 ] 安德烈 • 冈德 • 弗兰克、巴里 •K. 吉尔斯主编：

《世界体系：500 年还是 5000 年？》，第 319—320 页。

c　珍妮特 • 阿布 - 卢格霍德：《间断性与连续性：单一世界体系还是体系系列？》，载 [ 德 ] 安德烈 • 冈德 • 弗兰克、巴里 •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 年还是 5000 年？》，第 347—348 页。

d　[ 德 ] 卡尔 • 施密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9 页。

e　刘迎胜：《丝绸之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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ᴓ˵ ӆ̜ ͌ὠ ᵧ ᴋ Ϩ̾ Έί ȋ ᵧ ᴋ ẰᴑΈᵖ ̜

˿҉ Ӷ ̦ Ο +Ί ˿ Ѳ ≠ Ҳ ȋ ѩ Έ ♩̈֙

͌ὠ Ϊ ĸ҉ Ӷ Ӷ˿͇Ӿ ♩̈Ӷ ᴬ ѩ ꜝẤ זּ

̦̕ ̜ Έ̅ ς һȋϸẤ˿ ẤẰ ͌ὠ ặ˿ ˿ ̀ ̾

͌ὠ Έ Ӷᵧ ᾊ ļ Ίͻΐ ӓ Ằᴪὠ ὕ

− +Ằ˾ᴯ ˻תּ ͌ ֥ᴋ ≢ặ ϸẤ ᶮ Ѡ֚ͮ͟ ặꜞҲ ̾

 Ᵽ ₯ ͮ ̾ ȋ֥פ ̅ ҳ Ằ ˻

̵ ӑϸẤ ԈӶͮ βӍ͌ȋᶮ Ѡ ѳ꜠͌ה ᴴ̊ ⱡ˾ὗᵷ ᾈ ˵

 ♬ὠ ᴱ ȋĽa ѩ 21̅ Έ Ȋϸ ꜝẤ זּ Ɽ ͆ μ ͌ὠ ᵧ

ᴋ ϩ Ằ Ằ ᴴ ᴞכ ᴐȋẰ ˼ ͌ ֥ἇ ̵Ằ Θ˿

νȋ

四、中亚的位置：贡德·弗兰克的开创性解释

ᾊ ₿̅ ς ͮ Έ ̝̥̅ ӡ ᴛΊᴇ ͌̕ặ֥ ̋ ̦ Ằ תּ

˻ ̾ ͌ὠ ̊ ͒ + ̜ᴑΈ̅ ς ꜞȋӑ̾ ᴑ Έ ̾ ˵

Ίָ̥א˻ ̜͌̕ ̅ ᵷ ς џ˵ ӑ 17̅ ᴑᴪὠ Ấ ̜ ȋ

Ằ ̦ᴱ ˻ ᵷ ˻҈́Ӷ ≠ ּ ͌̅ ς ̕ ν ͌̕ὧ̾ײ

 ặνȋ

• ѯѠẰͻ ̅ ς ̕ ӶҰ ̾̊͌ ̥ ⅛Ѵ Ằͻ ᴰ Ȑ ȑ˵

̸̕ ᵖ ̾˵̒ ўӡ̅ ς ֒ ͻ ⱣẰ 20̅ Έת60 ω ↄ

Ί ̜̕ ļ̅ ᵷς Ľ Ằ ˻ +̃Ằ Ѿ˵

̅ ς ˵̒ һ b ̊͌Ằ̅ ᴞ̕ ặν ˿ή ȋẰѵς ̕ ͻ

ў Ҳ̾₯̈́ ̕ ļ ͟ι̩ᴇ ̾ặ ‚ ẕ̜ ĺ ͌Ļ ̒

ᴇ Ὅ̈́ ὠ ֯╗ μ ̒ ˵̒ ̕ ᵱᴰȋľľ ֵ̒ν ҝ

ặ כּ ч • ẕ ωĺ ͌Ļὠ Afrasia ľľ ̵ ˾ ᴆ

Ҳ ̎̒ὠ ặ ﬞᵠȊ͟ᴐₔּתΊᴃכᴞ ȋĽc ͍ ̕ ᶞ˼ ΐ ļ Ҳ̾

ͻΐ Ᵽĺ Ļ Ạ ⁶ ĺ Ļ ļ Ľ ᵷײ Ằ ̅ Ѵͻặ֥ ĺ їĻ

ĺ̕ Ļ ̵ↄ ˿ ȋᾊ ͻΐ₯ӎ͟ ̤͢ ̵˾ ԋ ặẰĺכᴞĻ

̃ ĺכᴞĻↄч̊ Ằͧ ᴴ ˻ ͮᴑΈỶᴃᵷ

˾ ͌ ӑᴑѶ ⱳ ᵷ ҂ ̅̕ ӑ Έȋ ͟ȊẮ Ѵ͟Ȋ

β͟Ȋׇּ͟תᵷ̕Ấ͟ ᴊӑ μ ὗ ӑ ˾ὢ ȋ ̾ᵧ ặҲ Ằ

͌̕+₯ĺ Ļ− ᴇӾ ̀ ĺ Ļ ὕ Ѵͻ ᾊ ͟Ȋ ͟Ȋַ̊

͌͟ᵷ͌̕͟ӆ ˾ ᴃ ι̩ͻΐ₯כᴞ ᴀ˿כᴞȋĽdᴛ Ί

ςᴃѴכᴞ Ѵ ̥ ӺΊ γ + ˵ ײ ᵷ ѴẰ ѱ ̕ כּ

ặνȋe

Ш Ằ₯̊͌ ặν Ӷ ̦ᴱ ѯѠᴁ₯͌̕ ặν ѱ һ

+ Ҳ̾͌̕Ằ̅ ς ̕ ļ̕ὥ Ľ Centrality ȋͻ ˵ Ҳ Ằ ת1992 ˵

a　[ 英 ] 哈 •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 65 页。

b　[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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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ѵ Θת ω̜̅ ļ̎ Ľ̦˵ Ằ ӇӇלּתת1991 ς ͌̕ ͉̾̒

Ấ₅ ̅ ̵ ѩ̾ ᴱҗ ̅ Ằ ̝̥ Ӎ Ạ̦̕ Ằ₯

ļכᴞ Ľ ̕ȋ ѯѠ ˵ ͮ ∑ ˻ ќ̾ͻ Ᵽѱ̈́ ֥͌ἇν

˿˾ + ̾˵ ѹѵ̊͌˿͌̕ ͌ ặν ς Ѫ ᵖ ̾ ̒ ͌ ̕

͌ ặν + ̾͌ Ằ֥ἇ ̅ ς ̕ ΤԈȋ

ѯѠ Ҳ ₯Ησ ấ₯̅ ς ᴞ ς һ ͟ ͌̕ һ ̅ ˾Ὓ

͌̕ Ѵ ̕ ặνȋ‚ ₯̈́͌̕ ˿ Ằ˵̒ļ Ľ ˵ Φ ̜ ˵

ặ֥ ꞊ ꞊ѵ ᵎ Ӷ ᴓ˵ ӆ ײ ѩ ̈́̊ ‚ ˿ ȋ

ͻ ˵ ̾‚ Ằ ͌̕Ằ̅ ς ̕ ν + ̜ ̦͌̕ Ί ˵̒

ↄẰ̈́ ̅ ς ᴞ ѱ ȋμ ͌̕ᴛ ͭ ̅ ᴃѴכᴞ ̕

ᴁ ₇ һȋ̦ Ί ̝ Ί˼˵͍פẕ ᴞכ ὠ һ ͍

⅛Ѵ ₿Ѵ Ӎᴬ ֙ Ӎ ̸҇ ȋ ͌̕Ằ ˵ ˵͍ Ӎ ₅ẚ ₯̈́ ᴉ

ↄ ͻΐ ̤ ᴞכ͍˵̾ ̤ ˼̾˵ һכᴞ ȋ15̅ Ί ͌̕ ΣẰ̎ Ҧ

̩ ̜ὧ ȋͻΐẰ Ᵽ Ắặ˻ ̾ӎ͟ ͌̕ Ắ̵˾҂ ̅ ᴞכ ̕ ȋ ὕ ͍

ὧ Ằ ѱ ₡ ᵎ Ӷ ̅ ᴞ̕כ ӑ̾ὕẠȊ ᵷ ȋ ˵ ̜ Ә

̵ ѵ ͮ̕ ᴴ ᴋȋ

ѯѠ Ҳ ᴞכ ὠ һ̵ ͮѱ̈́ļ ĽẤ₅ ὠὗ ѱ̈́ļ Ľ ӺΊתּ

̸҇ ĸĸכᴞ Ӎ ̸҇ ȋ ὕ ˾ ˾ ̝̥ ᴞ̸҇כ ̸҇ ᴞכ

תּ ̕ ̝̥ ȋ ̕ ̝̥˾ͧⱤ + / Ἠ̾ѱ̈́ļ Ľ ᴞכ

̸҇ ̵̃ + / Ἠ̾₯̈́ļ̊ Ľᵷļַ Ľ ᴞ̸҇ȋכ ˵͍ ᴞ‚₅Ằכ ҇

ͻΐ ⱣẤ₅ ᴞᵷכ ֙ К ̵Ɽ ᴊӑ ̕ ̝̥ ᶞȋϝ͟ΐ₯͌̕ ⅛Ѵ ͮ

ᴇҲ Ησ ᾌ ˾ ȋΊ̕Ấ̜̕ Ȋׇּ̜̕ת Ȋ ̜̕ ȊΜ ѯ̜

̕ ᴞ̵כᴞᴃѴͻכ ̾₯͌̕ ᴀ ͌̕₯Ѵ ᴞכ ♬ὠ ᶞ̵ ȋ

ļ ֙Ľ Σ̸҇ ѱ̈́ͻΐ Ᵽ ͻΐļ ὩĽᵧ ᴞכ ͍ ὩẰͻΐ Ằ

ᴞ̦ὕכ ȋ ѯѠ ̜ ͌̕ẰẤ₅ ѱ ᵷ̅ ᴞ̕ ּ ̢̦ת֪ ̕ὥ Ҧ̩ ѱ

˾ Ằ̅ ς ᴞ̕ ̕ὥ ̾ȋᴖ ˵͍ѱ̈́͌̕ һặ֥ ̂₅ ӑ μ ͍

һᴆ ᴁ Ѵͻ͟Ằ ὠ ˻תּ ̾ȋ ὕ Ấ ἲҦ̩Ằ₿ ̎̒̅

₿ὕẤ Ằὕȋ ˵ẕ ̵ϝ Ằὕ ̅ ₯͌̕ ̾˵ Έ ∑ȋ ᾊͫ

ҕ Ằ ᴋ ˵Έ ‚ Ằ► ᾊͫ ͌̕ Ằ ὕ ̅ ᴇ ᵷ ȋ ͌̕Ằ

̒ὕ ̅ ᴞ̕כ ̕ὥ ȋa

Ằ ѯѠ ˵һ ˼ ͌̕ѵ ̾ғ Ȋϸ ꜝẤ ς ̥ ᴯ ̵ᵖ Ҳω̜

͌ ΖШȋ ΖШ ˾ͧẰ֥̈́͌̕ἇ Ằ ̒ ͌ὠ ̕ ặ ν Ằ

̈́ ặ ν Ằ ͌Ӷ 20̅ ᴞכ ► ˿ὑ ̕ ѵ ᵉᴇ ̥ȋ

五、理解欧亚新边疆　重建认知新秩序

Έ ̅ Ằᴇ ᴞכ ♬ᴋ ᴋ֙˾ͧ ∑ Ҳ Ằ̅ ς ˿ặ

 ̾ ̒ ͌ὠ ᴃѴ ֥ἇ ί +Ằ ˵ ̕ ₯̈́ ͌ὠ Ӿ

ᴃѴ ấ ȋ

16̅ Ί Ϊ ͌ ˻̋ ̦ Ӷ ᴉΈ ω̜ ͌ ặ

ꜞ ͌̕ᴃѴᵧ ֥ἇ ̵ ѩΊה Έ ̝̥̜ ̅ ς ∆ ̕ȋμШ

a　[ 德 ] 安德烈 • 贡德 • 弗兰克：《中亚的中央性》（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袁剑译，《全球史评论》201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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Έ̅ ς ˿֥ἇ ≠ +˾ Ҕ ֥ἇ ̅ ς ˿ ȋ ͌ὠ

֥ἇ ᾊ͌̕ ặἇ ˿ᴞכת Έᴋ ẰҰ ֥ἇ ̅ ς ᴛ ȋ‚ Ằ

֙₯ ᴃѴ̕ Ἇ ˻ ײ ᾈặ ͌ὠ ͒ ꜞ̕ ᴃѴ͟ ĸ

ΖШ ₯̕Ấ ἇὕ ᴃѴ זּ ̜Ѫ ȋa

̵ ᴞכ  ⅛Ѵ ᾊ͌̕ ֥ἇͮ ϸ ꜝẤ̀Ὤ

ặꜞ̕ + ̜ ̅ ς ˿ ˿ᴀזּ ȋ ˵ ≠ ̾ ͍֥ἇ

ᾊσ ᴑΈ ѵ ļ Ľ ặν ᴞẺכ ᴞכ˿ ᴁҰ Ҳ ͍֥ἇᾊσẰ Έ

ꜝẤ ̅ ̕Ằ ‚ ̥˻ ֙ ̜ ϸ ꜝẤ זּ ˿֯

Έ ᵖ Ҳ ͍֥ἇᾊσẰ 20̅ Ί Ӻ ꜝẤ זּ ₿Ѵ ặ

ν ᴋ ̝Ӿᴀ˿̅ זּ ȋ ѩ 21̅ ļ˵ꜞ˵ ĽО ́˻ Ằ ̕

͌ ˵ ‚ ̥˻ ͌ ̕Ấĸ͌̕ ˿ ѱ Ằ Ἱ ȋẰᴛΊ

Ằ˵ זּ ̕ ΐ̵₿ ӑͮὕẠȊ ᵷ ᴴ̕ Ȋ ặ˿̊ Ӷ ᴋ

˵̒ ᵧ ᾧȋ

World System Structure and Frontier Issues: Reflections Centered on Eurasia

YUAN Jia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World system theory, a far-reaching structural discourse, affect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sitioning. As one of the major regions in the world, the Eurasian continent, such as 
Central Asia, the Eurasian frontier region, has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world 
system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and has experienced a great transformation from glory to decline in the ancient 
Silk Road network and the order of modern colonial empires. By interpreting Gunder Frank’s classic narrative 
of Central Asia and its status in the world system,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frontiers 
in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 system. On this basis,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of the China-Central Asia connection can be deepened.

Keywords: World System, Structure, Frontier, Eurasia,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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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袁剑：《“一带一路”知识视野下的“中亚认知”——关于边疆、周边与外域认知空间关联性的思考》，《北方民族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