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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亚，提

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重大倡议。2013年中国共

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

过 了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决

定，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决定。这两个决

定是中国改革发展的重大

战略部署，而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是其重要内容。

共 建 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

倡议自提出以来，激发起

包括阿塞拜疆在内众多亚

欧国家共同发展繁荣的期

许与活力，得到众多亚欧

国家的广泛响应和积极支

持，已成为中国与地区国

家互利共赢的携手行动。

阿利耶夫总统在今年5月

接受中国《环球时报》采

访时指出，阿塞拜疆是新

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战略

要点之一，阿把实施这一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项目

提高到地区政策的最优先

位置。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是对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

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精神的薪火

相传，切合时代潮流和符

合各方需求。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以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为时代主题，促

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

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

心相通，有利于促进沿线

各国经济共同发展、共同

繁荣，有利于不同民族、

不同文明国家和地区交流

互鉴，将为包括阿塞拜疆

在内的沿线50多个国家共

同发展带来全新机遇，将

给近38亿人民带来实实在

在的利益，为地区和世界

和平、发展、合作注入正

能量。

携手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共

享和平、发展与繁荣

第十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 副会长 马  飚

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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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是从中国西北

经中亚、西亚至地中海丝

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国

家。中阿积极主动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为两国共

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提

供了巨大机遇，展示了光

明前景。为此，我愿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积极对接发展战

略。在全球化的新时代，

任何一项区域合作构想，

只有实现互利共赢、真正

惠及各方才能具有持久活

力和广阔前景。中国提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就

是要把自身发展同包括阿

塞拜疆在内沿线各国的发

展 紧 密 结 合 起 来 ， 形 成

互利互惠、共谋发展的"

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

体"。阿塞拜疆提出的国

家"2020：展望未来"发展

规划展现了阿塞拜疆的强

国富民梦，同中国人民追

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息息相通。阿塞拜疆

要力争10年后人均GDP在

当前7500美元的基础上翻

一番。中国提出到2020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和 城 乡 居

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

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我们形象地把

这个目标概括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的重要驱动力，依法治国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去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对全面深化改革作了重要

部署，确定了60项改革任

务，重点是要处理好政府

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持续释放社会创造力和内

生动力，实现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

展 ， 为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

基础。主要内容是要向改

革要动力，通过不断深化

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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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简政放权力度，放宽市

场准入，更好创造营商环

境，鼓励公平竞争，激发

社会创造活力；要向调结

构要动力，通过围绕缩小

城乡、区域差距和解决产

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以

结构改革推动结构调整；

要向改善民生要动力，中

国13亿人是世界上最大的

消费市场，通过不断改善

民生，发挥内需对经济增

长 的 强 劲 拉 动 作 用 。 最

近，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

了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

提出了180多项对依法治

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

措。决定指出：面对新形

势新任务，要更好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

护和运用发展的重要战略

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

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

社 会 关 系 、 规 范 社 会 行

为，使中国社会在深刻变

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

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

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

正、生态良好，实现中国

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

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

规范作用。决定提出，要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

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

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

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

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

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

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依法治国，坚决维护宪法

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

权 益 、 维 护 社 会 公 平 正

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有力法治

保障。

我们相信，中阿实现发

展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

补，将产生重要能量，共

同推动两国和地区经济发

展和繁荣。

第 二 ， 全 力 推 动 互 联

互通。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要积极推动基础设施

互 联 互 通 ， 促 进 各 方 物

流畅通，拉动经济社会发

展。阿塞拜疆提出要继续

利用好资源优势，加大石

油工业投入，加紧国际能

源管道建设，提高国家财

政收入；要发展通讯和信

息产业，建设信息高速公

路；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建设巴库-第比

利斯-卡尔兹的铁路，希

望利用地理位置优势成为

连接东西、南北国家的物

流中转站；发展旅游业，

推动旅游业快速发展。这

与中国提出的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倡议不谋而合。

中国在能源、交通、通讯

基础设施方面技术领先、

设 备 成 套 、 建 设 经 验 丰

富 ， 而 且 性 价 比 好 ， 愿

与阿塞拜疆共同推进新亚

欧大通道建设，努力将亚

欧大陆桥发展成为集交通

运输、油气管线、通讯光

缆、物流商贸为一体的增

长极，带动区域合作向纵

深发展。

第三，坚持扩大开放。

只有在相互开放中才能培

育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的

市场，彼此才可以成为长

期稳定的合作伙伴。中阿

都处于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的关键阶段，面临加快

经 济 转 型 升 级 的 紧 迫 任

务 。 中 阿 要 相 互 开 放 市

场 ， 取 长 补 短 ， 互 通 有

无，成为长期稳定的合作

伙 伴 。 要 深 化 海 关 、 质

检、物流、电子商务、人

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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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出入境等方面的合作。

双方要以更开阔的眼界、

更开阔的思路、更开阔的

胸襟，推动贸易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为区域内商

品、服务、资本等要素的

充分流动创造条件。

第四，扩大务实合作。

经贸合作是两国友好关系

的重要支撑。经过30多年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快速

发展。去年，国内生产总

值约9.3万亿美元，同比增

长7.7%，巩固了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地位，人均GDP

近7000美元，外贸总额达

到4.16万亿美元，外汇储

备3.82万亿美元。未来5

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

元的商品，对外投资超过

5000亿美元，出境游客约

5亿人次，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将率先受益。中阿两

国之间的贸易额从1993年

的150万美元增加到2013

年的11亿美元，发展速度

很快，但与中阿各自对外

贸易规模相比，双边经贸

合作水平还不是很高，发

展潜力很大。我相信，随

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稳步

推进，中阿两国务实合作

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

国将推出一系列鼓励中国

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的优

惠政策，会有更多中国企

业来阿投资兴业，双方在

金融、能源、基础设施建

设、农业、制造业等领域

合作前景广阔。

第五，筑牢民意基础。

文化交流搭起心灵之桥，

民间交往开通友谊之路，

两 国 人 民 相 互 认 同 和 理

解，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

要基础。我们要积极弘扬

和传承古丝绸之路友好合

作精神，把中阿文化、教

育、卫生、科技、体育、

旅游等人文领域的交流合

作做大、做实，让文明互

鉴的种子在两国人民心中

生根发芽。中国人民争取

和平与裁军协会是中国最

大的民间和平团体，愿与

阿塞拜疆的主流智库和民

间 团 体 积 极 开 展 交 往 合

作，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

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推动

两国务实合作和发展，维

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

全做出积极贡献。

今 天 ， 古 丝 绸 之 路 又

孕育着新的生机，中阿人

民要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

任，为共同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创造中阿人

民 的 美 好 生 活 而 不 懈 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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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造是阿塞拜疆民间手

工艺术中最常见的一种。

织造艺术在巴库、大不里

士、甘贾、巴尔达、白拉

慷等中世纪城市的日常生

活和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关于这一点可以

在许多资料和旅行家的札

记中发现。

缫 丝 工 艺 是 在 大 约 公

元前2700年，由中国的黄

帝之妻、西陵氏之女螺祖

发明的。(1, 第351页) 传

说这个聪明的皇后下令用

蚕丝织绸，并把每年采桑

叶喂蚕的时节定为欢庆的

节日。缫丝技术很快传遍

了全国，接着又传到了日

本，然后是南亚和西亚，

也就是印度和波斯。坊间

流传着各种关于养蚕和纺

丝织绸的故事。中国人精

心保护自己的财富，对泄

密者处以死刑。

公元前2-1世纪养蚕业

从中国传到了中亚，又从

中 亚 陆 续 传 到 了 突 厥 斯

旅行家谈阿塞拜疆丝绸

作者：库利耶娃•伊兹密拉
历史哲学博士

按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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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布哈拉，希瓦，梅尔

夫和波斯。波斯人在6世

纪知道了养蚕业。到了公

元7世纪，养蚕业已经被

推 广 到 呼 罗 珊 ， 阿 塞 拜

疆，塔巴列斯坦。(3, 第

138页)

高 加 索 地 区 的 古 阿 尔

巴尼亚历史学家摩西•卡

郎卡图以斯基（7世纪）

在 《 高 加 索 地 区 的 古 阿

尔巴尼亚历史》一书中写

道："高加索群山环抱中

的国家阿尔巴尼亚美丽迷

人，大自然赋予她许多财

富。库拉河裹挟着大大小

小的鱼静静地流过阿尔巴

尼亚并汇入里海。库拉河

流 域 物 产 丰 饶 ， 谷 物 、

酒、石油、盐、丝绸、棉

花和"无数的橄榄树... ..." 

（2 ，第5页）。

一些研究阿塞拜疆农业

历史的研究员，以及苏联

历史学家的一系列研究工

作，还有在阿塞拜疆土地

上进行的考古发掘，都证

实了养蚕业在阿塞拜疆源

于很早的时期。

最 早 关 于 阿 塞 拜 疆 丝

织生产的材料是在科尤尔

特普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发

现的，可追溯到大约公元

前4到3世纪。在明盖恰乌

尔出土的次新石时代和青

铜时代的物品中发现了织

物残片和粘土制的纺车。

这证明了早在公元前3千

多年，当地人就了解织布

生产了。到了公元前1千

年，织布已经和制陶、金

属加工一样，成为阿塞拜

疆 的 主 要 手 工 业 之 一 。

（4, 第81-82页）在明盖恰

乌尔，最古老的布料是用

亚麻做的。从公元前2-1

世纪，到公元1-2世纪，

人 们 开 始 使 用 大 麻 、 丝

绸、棉花和羊毛来织布。

古 希 腊 历 史 学 家 希 罗

多德指出，居住在里海之

滨的米亚人（米亚是公元

前7世纪70年代到公元前

550年间的一个国家，阿

塞拜疆曾经是其一部分）

的衣服是丝绸做的。他还

写道："波斯人穿上米亚

人 的 衣 服 ， 甚 至 觉 得 比

波 斯 人 自 己 的 衣 服 还 漂

亮。"(5, 第55页).

"......米尔草原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富饶的文化发源

地。公元前320年从贝拉

甘（高加索地区的古阿尔

巴尼亚公国的一部分）丝

绸被运往很多国家。"（6, 

第225页）在新纪元开始

后的几百年里，养蚕业几

乎传遍了呼罗珊、阿塞拜

疆、塔巴里斯坦和波斯帝

国的其他地方。（7，第

713页）在明盖恰乌尔的

考古发掘的结果证实了这

一点。在地道和墓穴中发

现了阿塞拜疆产的丝线、

羊毛线和棉线。

高 加 索 地 区 的 古 阿 尔

巴尼亚历史学家摩西•卡

郎卡图以斯基写道："神

圣而美丽的国家阿格万...

库拉河两岸种着许许多多

的桑树，为丝绸面料的生

产提供原料。"（2，第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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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9-10世纪的经济、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贸

易情况，阿拉伯历史家、

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们都记

录了珍贵的资料。这些资

料证实，9-10世纪养蚕在

阿塞拜疆非常普遍。沙马

基、巴尔德、舍基、甘贾

以 及 阿 塞 拜 疆 其 他 地 区

的居民大部分都在搞养蚕

业。

据阿拉伯的旅行家、作

家阿尔•伊斯塔里说，大

批丝绸从巴尔达运往了波

斯和胡齐斯坦。(8，第7-8

页) 另一位阿拉伯地理学

家写道："巴尔达的丝绸

制品品种繁多：。。。桑

树是大家的，谁都没有拥

有权，因此不能买卖。"

（9）

在12世纪，阿塞拜疆的

园艺业、植棉业和养蚕业

有 了 进 一 步 的 发 展 。 伟

大 诗 人 尼 扎 米 • 甘 贾 威

在自己的作品中屡次提到

丝 绸 ， 并 对 出 自 阿 塞 拜

疆 工 匠 们 之 手 的 丝 绸 颇

为赞赏。尼扎米在长诗"

易斯肯迪二那麽"的第一

段——关于巴尔达的《沙

拉夫那麽》中写道：

"这块丝绸，让我感觉

宇宙圆满，什么也比不上

你的轮廓。"

"她下令快呈上丝绸，

上 面 镌 刻 着 国 王 的 面

容。" (10, 第227，230页). 

那时候丝绸是非常贵重的

商品。1221年蒙古人第一

次入侵阿塞拜疆时，甘贾

市赠送丝绸布给蒙古人以

免受侵害。(11, 第706页).

从 1 3 世 纪 末 到 1 4 世 纪

初，丝绸和丝绸面料吸引

了在阿塞拜疆的欧洲旅行

者。有资料显示，在黑海

航行的热那亚和威尼斯的

商 人 ， 在 里 海 有 私 人 船

队 。 威 尼 斯 人 马 克 • 波

罗在1293年说，热那亚人

开始通过里海运输丝绸，

他们称丝绸为格里（吉兰

的）。

卡 斯 蒂 利 亚 的 大 使 鲁

伊•冈萨雷斯•德•克拉

维霍对产自阿塞拜疆巴尔

达 、 大 不 里 士 、 沙 马 基

和其他城市的美丽优质的

丝 绸 布 颇 为 赞 赏 ， 他 写

道："这里盛产丝绸，连

热 那 亚 和 威 尼 斯 的 商 人

都慕名而来。"(12, 第89

页) 威尼斯的旅行家安波

罗吉•昆塔里尼，1465年

来到沙马基，开始了解纺

丝和丝织工艺。沙马基生

产的以塔拉曼（塔拉曼：

吉兰的山区）命名的丝绸

很有名，面料多种多样，

大都很精致、柔滑。(12, 

第91页) 据昆塔里尼说，

人们用希尔凡的丝绸跟俄

罗斯商人换皮衣、蜂蜜和

蜡。

在乌尊哈桑院内住了很

久的威尼斯人约沙法特•

巴尔巴罗也提供了关于希

按照传统

来过阿塞拜疆中世纪的旅游者，（从左到右）马可·波罗（13世纪），阿发那西·尼吉丁（15世纪），爱维亚·瑟勒比
（1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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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凡养蚕业发展的珍贵资

料。

1465年，为了让希尔凡

和 莫 斯 科 建 立 友 好 的 商

业 关 系 ， 法 鲁 克 • 亚 萨

尔派以哈桑贝克为首的使

者们带着礼物前往莫斯科

拜见伊凡三世。随后瓦西

里 • 帕 平 代 表 伊 凡 三 世

带 着 丰 厚 的 回 礼 来 到 沙

马基。(13,第194页) 1466

年 ， 特 维 尔 商 人 阿 法 纳

西•尼基京，和同是特维

尔商人的伙伴们一起，建

造了两艘船，装满货物后

沿 着 伏 尔 加 河 驶 向 沙 马

基。(14, 第33页)

16世纪阿塞拜疆的经济

生活开始复苏。在这段历

史时期内，由于教育的发

展和政权的巩固，阿塞拜

疆萨非王国在短时间内成

为了强国。那时候生丝和

丝绸制品占到萨非王国货

物总输出量的70%。也就

是说，16世纪末从希尔凡

每年输出丝绸多达10万普

特（约1638吨）。(15, 第

243页)

西 欧 的 旅 行 家 尤 刚 •

希尔别格说起希尔凡和舍

基地区有良好的土壤肥力

中曾指出，希尔凡出产最

好的丝，大马士革、卡尚

等地区用这些丝做成优质

的丝织品。阿塞拜疆的丝

绸 也 出 口 到 威 尼 斯 ， 威

尼 斯 人 用 它 制 成 高 档 丝

绒。(12, 第91页)。

长 久 以 来 货 物 从 印 度

到 欧 洲 一 直 是 商 队 陆 路

运输，但是到了16世纪开

始走伏尔加-里海水路航

线。在这条航线上希尔凡

与吉兰的滨里海地区起着

重要的作用，那里盛产丝

绸。因此，巴库作为丝绸

贸易中的重要港口，意义

越显重大。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攻

克了君士坦丁堡后，在从

前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上建

立起了奥斯曼国家。那时

候欧洲商人开始寻找新的

途径奥斯曼帝国的东方贸

易之路。因此从欧洲通往

阿塞拜疆和伊朗的主要道

路开始向北移动并穿过俄

罗斯。从那时候起欧洲的

旅行家就通过伏尔加-里

海航线来到希尔凡。杰尔

宾特和巴库是希尔凡的主

要贸易中转站。从15世纪

起在中世纪许多旅行家的

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巴

库海这个名称，可以看出

那时候巴库是个港口，他

们用巴库海这个名称表示

里海（克拉维霍、巴尔巴

罗 、 孔 塔 里 尼 、 安 就 列

罗）。

17世纪的土耳其旅行家

埃夫利亚•切莱比记录了

阿塞拜疆的大不里士、沙

马基、甘贾、巴库、纳希

切万、明盖恰乌尔等城市

的经济生活中珍贵又有趣

的事情。

2014年  冬季刊  总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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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夫利亚•切莱比详细

记载了在巴库郊区培育桑

树、用桑叶养蚕的事情。

阿布歇隆村的养蚕业可以

证实这一点。埃夫利亚•

切莱比也记录了从巴库输

出丝绸的事情。更近的资

料记载是在19世纪初，上

面记录了巴库地区的丝绸

产量。(12,第205页)

德 国 旅 行 家 亚 当 • 奥

勒阿里写道，17世纪30年

代阿塞拜疆每年生产1-2

万包生丝，其中希尔凡出

产3000包，卡拉巴赫2000

包。(16, 第48页)

1715年出使萨菲国的俄

罗斯大使阿尔捷米•瓦伦

斯基说道，希尔凡地区的

人对养蚕业特感兴趣，在

库拉河流域没有哪个村庄

里没有丝织作坊的。(17, 

第11-12页)

到过阿塞拜疆东北地区

的英国商人兼旅行家杰•

福斯特发现，希尔凡大量

生产丝绸。希尔凡人每年

出口400吨丝绸。 (18, 第

136页)

在另一本18世纪30-40年

代的资料中写道，沙马基

有多达650台织布机、129

家丝织工厂。(19, 第53

页； 20, 第788页)

布罗涅夫斯基发现舍基

有大量的优质丝绸，他写

道："舍基汗国人从事的

主要的农业项目就是养蚕

业。这里生产的丝绸量很

大，品质不亚于沙马基地

区的。"(21, 第440-441页)

阿塞拜疆的丝绸原料对

俄罗斯的织布工业具有重

大意义。18世纪末仅沙马

基一个地区的丝绸原料几

乎全部供给了莫斯科的纺

织企业。

一组数据显示，1767年

春天从巴库海运到阿斯特

拉罕的丝绸原料有2000普

特（约32.76吨）。而另一

组官方数据显示有3000普

特（约49.14吨）。(18, 第

422, 423页)

17-18世纪在和沙马基

等城市的国际丝绸贸易中

巴库成为了里海最好的港

口。这个港口无疑是整个

里海上做贸易最方便的港

口 之 一 ， 尤 其 对 于 沙 马

基。因为沙马基是边远地

区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城

市，并且离巴库港只有三

天车程。东方国家在沙马

基开设了贸易购销站，因

此 全 世 界 的 人 在 这 里 来

来往往。(12, 第218页) 英

国人布留斯于1723年到巴

库 后 也 是 这 样 记 载 巴 库

港 的 。 在 巴 库 曾 经 有 个

按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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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富商的移民区。他们

在离港口不远处有自己的

客栈，并且自己也住在那

里。1683年学者-旅行家

肯普费尔来到巴库，留下

了许多有趣的资料。他提

到了那个印度人的客栈，

在那里他遇到了"木尔坦"

部落的印度商人。印度商

人跟阿塞拜疆商人一起把

丝绸原料从巴库运到阿斯

特拉罕，一年运输量达到

400包。(12, 第220页)

印 度 商 人 们 带 来 各 种

香料、毛织品和镶有金线

银线的丝绸布。这种主要

产自克什米尔的毛织品在

东 方 广 受 欢 迎 ， 东 方 人

称之为"七尔米亚"，贵如

黄金。(22).据旅行家贝劳

说，在他去过的希尔凡的

那些地方，除了丝绸没有

别的贵重商品可买。除上

述旅行家外，16世纪末还

有其他一些旅行家来过阿

塞拜疆，如安东尼•舍尔

利和佩里•乌列穆。

旅 行 家 塔 维 涅 认 为 ，

阿尔达比勒在16世纪60年

代是萨菲王朝的大城市之

一，除此之外那里的丝绸

贸易很繁荣。他指出，这

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促进了

丝绸贸易的发展。它位于

盛 产 丝 绸 原 料 的 吉 兰 和

希 尔 凡 之 间 ， 而 丝 绸 原

料正是国际贸易的主要产

品。(23, 第166页)

整个17世纪俄罗斯和萨

菲伊朗和平共处，共享经

济利益。几年内俄罗斯陆

续派出大使前往伊朗：吉

洪诺夫和布哈罗夫（1613

），列昂季耶夫和季莫费

耶夫（1616），勃利亚金

斯基（1618）等。后来去

过萨菲王朝的还有F.A.科

托夫（1623），阿尔捷

米• 苏哈诺夫等人。(23, 

第21页).

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的贸

易关系始建于16世纪，在

17世纪和18世纪前半叶，

也就是沙皇阿列克谢•米

哈伊洛维奇和彼得大帝在

位 时 期 得 到 了 迅 猛 的 发

展。那时候的商品有：巴

库的石油、盐、番红花、

生 丝 、 丝 绸 布 、 棉 布 、

地毯、骆驼毛、皮革、家

畜、鱼、鱼子、水果、面

包、铜器、武器等等。

17世纪到18世纪初，加

强了伊朗及阿塞拜疆贸易

关系的俄罗斯，需要在里

海边有个丝绸国际运输良

港，这就是巴库。这也是

1723年彼得大帝占领巴库

的原因之一。同年彼得大

帝特令在伊朗设立俄罗斯

商人的贸易公司。

英国旅行家、商人詹姆

斯•斯皮尔曼于1739年到

过伊朗和阿塞拜疆，据他

说，俄罗斯商人在里海上

通过阿斯特拉罕与伊朗和

阿塞拜疆做生意。斯皮尔

曼说当时停靠在阿斯特拉

罕的船只，其中一艘船上

装着200包要运往俄罗斯

的货物。此外，船上还有

要运往英国的丝绸（发给

斯皮尔曼和他的生意伙伴

们）。从斯皮尔曼的资料

中可以看出，那时候丝绸

出口量不是很大。

18世纪后半叶俄罗斯的

丝绸工业发展迅速。俄罗

斯商人既要采购生丝、毛

料、棉花等原料，又要销

售国内商品。通过巴库和

基兹利亚尔，俄罗斯和阿

塞拜疆的经济关系得到广

阔的发展。亲俄的统治者

法塔利•汗，鼓励俄罗斯

商人的贸易活动，因而促

进了通过巴库的俄阿贸易

的发展。从巴库、舍基、

杰尔宾特运往阿斯特拉罕

的丝绸经常是走私去的。

18-19世纪阿塞拜疆的

织布业向着三个独立的方

向发展开来：棉花-别砸

孜勒克，丝织-以撇克头

夫玛，毛纺-沙尔巴夫勒

克，云头夫初露古(26, 第

8页)

到 过 巴 库 的 英 国 旅 行

2014年  冬季刊  总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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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福 斯 特 指 出 ， 巴 库 在

丝绸贸易中作为主要的港

口，起着重大作用。他还

写道："长久以来人们都

以为从土耳其运到欧洲的

丝 绸 是 来 自 奥 斯 曼 帝 国

的，但是对波斯贸易的进

一步研究发现，是土耳其

商人从吉兰和希尔凡购买

大量丝绸，然后发往欧洲

的。"(12, 第275页) 从他

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希尔

凡省的丝绸产量很大，每

年有400吨运往阿斯特拉

罕。

1796年到过巴库的马歇

尔•冯•比贝尔什泰因，

说巴库是里海边唯一的大

良港。

法国的旅行家奥利非也

谈到了那些在巴库、恩泽

利和萨利亚内设有贸易站

俄罗斯商人的经商情况。

俄罗斯商人从这些港口把

吉兰和希尔凡的丝绸、棉

花、大米、真丝面料、绣

金丝带运往阿斯特拉罕。

俄罗斯也从伊朗经过巴库

进口安德拉钢塔树脂，用

于丝绸加工。18世纪末英

国的传教士图克说，巴库

的商业比杰尔宾特繁荣多

了。巴库和沙马基通商，

从沙马基运来生丝和丝绸

制品。 (12, 第277页).

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政

商界初步决定，对外高加

索 ， 包 括 阿 塞 拜 疆 ， 进

行经济开发。在40和60年

代，初步尝试在阿塞拜疆

的农业中推广经济作物，

如靛蓝、甜菜、烟草、棉

花，并努力提升桑树的品

质。 (24, 第34页) 1836年

成立了"外高加索养蚕与

贸易协会"。协会的领导

由本肯多夫伯爵、多尔哥

鲁科夫公爵、东杜科夫-

科尔萨科夫公爵、扎多夫

斯基公爵出任。

19世纪50-60年代是高

加索养蚕业的黄金时代。

在此期间，阿塞拜疆的丝

绸生产和对俄出口都持续

增长。《高加索》报上写

道：一个沙马基省的丝绸

产量，几乎是整个法国的

产 量 的 一 半 。 当 地 居 民

自 己 也 使 用 很 多 丝 绸 制

品。(25)

19世纪80年代中期，舍

曼诺夫斯基、格耶夫斯基

及赖科曾出差到巴库时，

发现了关于阿塞拜疆养蚕

业发展的一些很有趣的信

息。作为养殖业的典型，

养 蚕 业 在 阿 塞 拜 疆 曾 经

是"一种有效的生财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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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格尔安 – 1991
哈德尔图特 – 1991
霍扎瓦恩 – 1991
汉克恩德 – 1991
霍扎里 – 26.02.1992
舒沙 – 08.05.1992
拉兹恩 – 18.05.1992

阿格德尔 – 07.07.1993

阿格达阿穆 – 23.07.1993

克尔巴扎尔 – 02.04.1993

福组里 – 23.08.1993

扎巴尔伊勒 – 23.08.1993

库巴德勒 – 31.08.1993

扎尼格兰 – 29.10.1993

没有卡拉巴赫就没有阿塞拜疆

被亚美尼亚侵略的
阿塞拜疆领土地名及侵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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