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者說明

《走向世界》，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初版，有副題「近代中國

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台灣百川書局一九八九年據此印行

繁體直排本），二○○○年再版，二○—○年三版時，副題改為

「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

原書二十三章，前三章概述古時中西（中日）交通的歷史，

後二十章分別論說一八四七至一九○七年五十年間自林鍼至錢

單士釐旅西（旅日）諸人的記載和影響。現將寫張德彝的原第七

和第十一兩章移入《從東方到西方》，改寫成「張德彝的八次述

奇」輯中的第一、二、三篇，存二十一章。

此次還對全書各章進行了或多或少的增補，並訂正了某些

誤植失校之處。如第一章「地生羊」表中的「洞女禁限」和「古

龜慈王」，便改正為「洞女葉限」和「古龜兹王」了。

原有錢鍾書序，仍置於卷首；李侃序係因《中華近代文化史

叢書》而作，叢書未成，今即移去。原有代跋《中國本身擁有力

量》，亦移入《從東方到西方》書中。

二○二一年三月 鍾叔河



右起（一）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 （二）台灣百川書局一九八九年版
（三）中華書局二⃝⃝⃝版  （四）中華書局二⃝一⃝年版

［圖一］走向世界的四個版本



（上）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寄來序文第一稿（三頁）

［圖二 /圖三］錢鍾書多次修改序文



（上）兩天後（三月二十六日）寄來序文第二稿（只拍攝首頁）

（上）兩天後（三月二十八日）寄來信件囑改字句



（上）林鍼《西海紀游草》 （上）斌椿《乘槎筆記》

（上）志剛（左六）與張德彝（右四），中立者為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

（左）志剛《初使泰西記》記述
蒲安臣使團出使歐美各國經過

［圖四］林鍼、斌椿和志剛



（上）羅森一八五四年隨船至日本（當
時日本人的寫真）

（上）容閎一八五四年畢業於耶魯大
學時的攝影

（上）海外漫遊（一八七〇）回國後的
王韜

（上）李圭一八七六年參觀費
城世博會的實錄

［圖五］羅森、容閎、王韜、李圭



（上）劉錫鴻 （上）曾紀澤

（上）郭日記一頁，記與英人議 「條
約應行刪除」，「憤氣相向」

（上）郭嵩燾
（郭劉曾三像均為英國銅版畫）

［圖六］郭嵩燾、劉錫鴻和曾紀澤



（上）黃遵憲（上）薛福成

（上）黎庶昌《西洋雜志》法譯本 （上）徐建寅

［圖七］黎庶昌、徐建寅、薛福成、黃遵憲



（上）康有為《歐洲十一國游記》

（上）錢單士釐晚年在北京 （上）《癸卯旅行記》日譯本

（上）梁啟超《新大陸遊記》

［圖八］康有為、梁啟超和錢單士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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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序

我首次看見《讀書》裏鍾叔河同志為《走向世界叢書》寫的文章，

就感到驚喜，也憶起舊事。差不多四十年前，我用英語寫過關於清末

我國引進西洋文學的片段，常涉獵叔河同志所論述的遊記、旅行記、

漫遊日錄等等，當時這一類書早是稀罕而不名貴的冷門東西了。我的

視野很窄，只局限於文學，遠不如他眼光普照，察看歐、美以及日本

文化在中國的全面影響；我又心粗氣浮，對那一類書，沒有像他這樣

耐心搜羅和虛心研讀。一些出洋遊歷者強充內行或吹捧自我，所寫的

旅行記—像大名流康有為的《十一國游記》或小文人王芝的《海客

日談》往往無稽失實，行使了英國老話所謂旅行者享有的憑空編造的

特權（the traveller’s leave to lie）。「遠來和尚會唸經」，遠遊歸來者會

撒謊，原是常事，也不值得大驚小怪的。

叔河同志正確地識別了這部分史料的重要，喚起了讀者的注意，

而且採訪發掘，找到了極有價值而久被湮沒的著作，輯成《走向世界

叢書》，給研究者以便利，這是很大的勞績。李一氓同志和我談起《走

向世界叢書》的序文，表示讚許；晚清文獻也屬於一氓同志的博學的

範圍，他的意見非同泛泛。對中外文化交流史素有研究的李侃同志，

也很重視叔河同志的文章和他為湖南的出版社所制訂的規劃。我相

信，由於他們兩位的鼓勵，叔河同志雖然工作條件不很順利，身體情

況更為惡劣，而搜輯、校訂，一篇篇寫出有分量的序文，不到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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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大功告成了。

「走向世界」？那還用說！難道能夠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嗎？哪

怕你不情不願，兩腳彷彿拖着鐵鐐和鐵球，你也只好走向這世界，因

為你絕沒有辦法走出這世界，即使兩腳生了翅膀。人走到哪裏，哪裏

就是世界，就成為人的世界。

中國「走向世界」，也可以說是「世界走向中國」；咱們開門走出

去，正由於外面有人推門，敲門，撞門，甚至破門跳窗進來。「閉關自

守」「門戶開放」那種簡潔利落的公式語言很便於記憶；作為標題或標

語，又湊手，又容易上門。但是，歷史過程似乎不為歷史編寫者的方

便着想，不肯直截了當地、按部就班地推進。在我們日常生活裏，有

時大開着門和窗；有時只開了或半開了窗，卻關上門；有時門和窗都

緊閉，只留下門窗縫和鑰匙孔透些兒氣。門窗洞開，難保屋子裏的老

弱不傷風着涼；門窗牢閉，又怕屋子裏人多，會氣悶窒息；門窗半開

半掩，也許在效果上反而像男女「搞對象」的半推半就。談論歷史過

程，是否可以打這種庸俗粗淺的比方，我不知道。叔河同志的這一系

列文章，中肯扎實，不僅能豐富我們的知識，而且很能夠引導我們提

出問題。

 錢鍾書
 一九八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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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人的世界

古人的世界，比起現代人來，確實要狹小得多。

二千三百年前，莊子作《逍遙遊》，寫大鵬自北冥徙於南冥，「怒

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真可

謂汪洋恣肆，想像力發揮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可是，當他的筆鋒轉

向人間世，寫到當時人們外出旅行的情形，卻是「適百里者宿舂糧，

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如此之「遊」，實在算不得甚麼「逍遙」。

莊子時代的一千里，大約相當於現代噴氣客機半小時的航程。為

了走過這麼一段距離，包括做準備在內，竟得花上好幾個月的時間。

試問：在那樣舉步維艱的情況下，人們怎麼有可能去想像和追求一個

廣大的世界呢？

因此，生活在亞歐大陸東頭的中國人和西頭的歐洲人，在公元

一六六年以前，一直沒有留下過直接接觸的記錄。對於古代中國人來

說，遙遠的西方從來不曾屬於他自己的世界；所有來自遠西的信息，

完全是間接再間接的輾轉傳聞，每每和真相相差很遠。

善眩之國

撇開周穆王西征會見西王母之類的神話不說，信史所載最早向

西方「鑿空」的中國人當是張騫（？一前 114）。《史記》云：張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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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

言之……」。

大宛、康居都在今烏兹別克境內；大夏即 Bactria，為阿富汗北部

古國；大月氏部族原遊牧於敦煌一帶，漢時亦西徙至阿富汗。張騫「身

所至」限於這些地方，大約不出東經六十度。再往西，他就只能依賴

「傳聞」了。

大月氏的西邊是安息，後稱波斯，今名伊朗。張騫具言：「其俗土

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

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

行，以為書記。」應該說，這些「傳聞」還是比較屬實的，因為張騫親

自到了大月氏，距安息還不太遠。

安息再往西數千里是條枝，即安息人稱阿拉伯為 Tajik的對音，唐

朝人寫作大食。距離更加遙遠了，「傳聞」就難免失實。張騫言條枝「臨

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國善眩。安息長老

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這些情況，有的固然還算屬

實，有的就不那麼屬實了。對「弱水」和「西王母」的解釋，歷來說法

不一，恐怕只能從神話故事中去找尋答案。

波斯和阿拉伯本是充滿神話故事的國土，是《天方夜譚》的故鄉，

是地地道道的「善眩之國」。「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

也就是「善眩」的一種表現。還是張騫這個中國人比較「務實」，老老

實實承認自己「未嘗見」到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史記》又說，在張騫以後，漢朝「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

條枝、身毒國」，安息國王並曾「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

黎軒善眩人獻於漢」。

黎軒在後來的史籍中叫作大秦，又叫作海西國，後世學者大都認

為係中國人對當時地跨歐亞兩洲的羅馬帝國的稱呼。抵黎軒的漢使並

沒有留下記載。《史記》記下的這些國名，也可能出自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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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善眩人」，就是會表演幻術的藝人。後來唐朝人杜佑（735—
812）在《通典》中記述此事，稱善眩人為「幻人」，謂其容貌「皆蹙眉

峭鼻，亂髮拳鬚」。張星烺先生遂據此云，「其為歐人已無可疑，……

誠可謂為歐洲第一人足踐中華之土者」。其實，杜佑晚於司馬遷

六七百年，未必掌握當時第一手資料。而現今出土的唐代「胡俑」，亦

「皆蹙眉峭鼻，亂髮拳鬚」，當係以居留長安的波斯人或中亞人為原型

的，而這些人並不能稱為歐洲人。安息使者「獻於漢」的善眩人，恐怕

只可能來自西亞，來自傳統的「善眩之國」。

事實上，無論在張騫身前，還是在張騫身後相當長時期內，中國

和歐洲並沒有建立起直接的聯繫。漢使所到之黎軒，只可能是羅馬帝

國在西亞的屬地。這些漢使不僅沒有留下材料，甚至也沒有留下姓

名，於文化了無影響。中國對於歐洲，始終只有通過安息、條支等「善

眩之國」輾轉傳聞得來的零星信息，如：

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

蹄如蓮花。……跡在石上，皆如花形。（《別國洞冥記》）

大秦國……宮室皆以水精為柱……有夜光璧、明月珠、駭

雞犀……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

也。……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後漢書．西域傳》）

如果仔細研究，也可以從這些記述中找到某些真實的影子。「水

精為柱」，也許指羅馬宮中普遍用作裝飾的玻璃。「飛橋數百里」，也

許指著名的羅馬引水渡槽。但這些就像經過多次散射和折射的圖像，

正如《後漢書》作者范曄自己所說，「譎怪多不經」了。

古人對於遠方世界的知識之缺乏，不只中國而然。希臘、羅馬之

言東方，「滿紙荒唐」更有甚焉者。如希臘人克泰夏斯（Ctesias，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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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 400年）云：賽里斯（希臘文 Σηρεσ，拉丁文 Seres，係從「絲」

字派生之詞，義為「產絲之國」，即指中國）人身高逾十三肘尺，壽逾

二百歲。波桑尼阿（Pausanias，公元二世紀人）說：賽里斯人用小米

和青蘆餵一種類似蜘蛛的昆蟲，餵到第五年，蟲肚子脹裂開，便從裏

面取出絲來。……
Seres之名，說明此時確有一條連接中國和歐洲的「絲綢之路」，

但白里內（Gaius Pliny the Elder，老普林尼，23—79）《自然史》說將

絲綢「由地球東端運至西端」的，卻並不是中國人，而是西域、大夏、

波斯、阿拉伯、腓尼基和希臘等國的行商。這些行商像接力一樣，從

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轉輸交易，給羅馬的貴婦人提供「錦繡文綺」

做衣料。至於「賽里斯人」，白里內稱其「身體高大，紅髮碧眼」，顯然

只存在於商隊和好奇者的想像之中，羅馬城裏的居民包括白里內在內

是從來沒有親眼見到過的。不然的話，他就不會這樣來形容「賽里斯

人」了。

SIREN 與甘英

後於張騫兩百多年的班超（32—102）出使，代表了古代中國規模

最大的一次陸上的遠征。據《後漢書．西域傳》載，永元九年（97），

班超遣屬吏甘英前往「大秦（海西）國」，「抵條支，臨大海欲渡」，為

「安息西界船人」所阻。《晉書．四夷列傳》記甘英被阻的情形云：

……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賫三歲糧。是以至者

稀少。……（甘英）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

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

著者認為，船人所說能令往者思慕悲懷至於「不戀父母妻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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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之物，當是希臘神話中以歌聲惑人的巫女 Siren（周作人譯作「舍

倫」）。請看英雄阿突修斯（奧得修）航海的經歷（用周作人譯文）：

……他須得路過舍倫們的島。這些是巫女，樣子像是鳥。她

們唱得那麼美妙，凡是聽到她們的人都覺得不能不上陸去。她們

坐在那裏一個平原上，唱着歌。周圍都是些人的乾癟的身體。他

們走來聽，坐下聽着，直到他們死了為止。阿突修斯……把所有

的人的耳朵都用蠟堵好了，叫他們聽不見甚麼。但是他自己卻想

要聽，又要不受害。所以他叫他們把他縛在桅竿上，無論遇到甚

麼事，都不要放他下來。

於是他們划槳前進。不久那舍倫們的可愛的歌聲聽得見了，

阿突修斯掙扎着想要自由，對他們叫喊放他下來。但是他們只向

前划，直至聽不到歌聲才算安全了。

Siren的故事，從荷馬時代起，便在西地中海及其附近地區廣泛流

傳。而在古代人的觀念裏，神話和知識是很難加以區別的。「安息西

界船人」未必有意欺騙甘英，他也許確實看到不少人駕船入海沒有返

回，確實以為他們是被「海中思慕之物」迷住了。

康有為在《歐洲十一國游記》中，埋怨甘英不該放棄前往大秦的

努力，他說：

甘英愚怯，辜負班超鑿空之盛意。至今中西亙數千年不通文

明，不得交易，則甘英之大罪也。其與哥侖布、墨志領、岌頓曲 1

之流，相反何其遠哉。中國人而有此，至今國土不闢於大地，智

1 墨志領即麥哲倫。岌頓曲即發現夏威夷群島的克拉克（Clerke）。康氏係用粵語記音，故
與通常譯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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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不增於全球，遂以一切讓於歐人，皆英輩之罪也！

康有為把「中西亙數千年不通文明」完全歸咎於甘英的「愚怯」，

認為是甘英「辜負班超鑿空之盛意」，亦即他缺乏作為一個探險家的心

理素質的結果，顯然有些過分。與其感情用事地埋怨甘英，倒不如用

理智冷靜地分析：在上千年的中西交通史上，甘英之「臨大海欲渡」，

何以繼之者蓋寡？如果後繼者不乏其人的話，那麼即使甘英「愚怯」，

總還有其他比較不那麼愚怯的甘英吧！

只要是客觀地進行分析，我們就會發現：安土重遷和閉關自守，

乃是以自然經濟為主的農業社會的本質的表現。落後的生產方式，把

人們牢牢地束縛在狹窄的地面上。宗法的、封建的、迷信的觀念，禁

錮着人的頭腦，壓抑着人的精神，使人變得內向和保守。從學者們的

「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官吏們的「重去其鄉，遊宦不逾千里」，直到

小百姓的「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這類古訓和格言深入人心，成

了指導人們生活的法則。在甘英之後一千八百年，郭嵩燾出使英國，

還有人譏之為「不容於堯舜之世」，惜其「何必去父母之邦」。這樣，

又怎麼可能苛責一千八百年前的甘英呢？

而在西方，隨着貿易、航海和世界性宗教的興起，卻有利於形成一

種外向和開放的性格。儘管中古時期歐洲的文化一般地說低於東方，但

在走向外部世界這件事情上，卻不能不承認歐洲人的起步比中國人早。

後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一般譯作馬可．奧勒留）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大秦

與中國，「始乃一通焉」。有學者以為，所謂「安敦遣使」，乃是在敘利

亞的羅馬商人，循往印度的海路繼續東行，過印支半島時弄了一些當

地土產，藉安敦的名義到中國謀求通商。不管這個推測是否屬實，歐

人之至中國，總要比中國人到歐洲早得多。

從這次以後，正史記載西人之東來，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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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二二六年（三國吳黃武五年），大秦商人秦論到交趾，交趾太

守吳邈遣謁孫權。

二八○至二九○年間（晉武帝太康中），大秦王遣使貢獻。

六三五年（唐太宗貞觀九年），大秦景教「上德」阿羅本來到長安。

景教為基督教聶斯脫利派（Nestorianism）在中國之名稱。阿羅本大約

為敘利亞人，此為西方基督教傳入中國之始。

六四三年（唐太宗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

金精等物。唐太宗具國書回報，並回贈綾綺。隨後在六六七、七○一、

七一九、七四二等年均有來使。

一○八一年（宋神宗元豐四年），拂菻王滅力伊靈改撒遣使來獻鞍

馬、刀劍、真珠。一○九一年（宋哲宗元祐六年），其使又兩至。

「自日南徼外」和「到交趾」，說明這些歐洲的商人和使者們，多是

從海路通中國的。並非歐洲人的才智和勇氣一定高出甘英，只因為他

們擁有比甘英多的航海技術和經驗，知道如何戰勝大海的風濤，也知

道在海上其實並沒有 Siren那可愛得可怕的歌聲。

大食的戰俘

「大秦王安敦」的使者來到中國以後，又過了將近七個世紀，才有

一個中國人再次到達亞洲西境並留下可靠的記載。這個人之去西亞，

既非出於自動，亦非受官方派遣，只因為他是阿拉伯人的一名戰俘。

杜佑《通典》卷一九一《邊防典．西戎總序》記下了這件事情：

族子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

初，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

天寶十年即公元七五一年。是年，高仙芝統率的唐軍，在怛邏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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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哈薩克斯坦南部）被阿拉伯人擊敗，隨軍的杜環也就成了阿拉伯人

的俘虜，被帶到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在今伊拉克境），這裏離地中海也

就是所謂「西海」已經不遠了。

唐朝軍隊是應中亞諸國之請去幫它們抵禦阿拉伯（當時叫大食）

侵略的。在《全唐文》和《冊府元龜》裏，還保存有當時康國（今撒馬

爾罕地）、安國（今布哈拉地）、石國（今塔什干地）、俱蜜（Comedi）

和吐火羅（Tocharian）請援的表章。如康國王烏勒伽於開元七年（719）

二月庚午遣使上表曰：

臣是從天主普天皇帝下百萬里馬蹄下草土類奴。臣種族及諸

胡國，舊來赤心向大國，不曾反叛，亦不侵損大國，為大國行裨

益事。從三十五年來，每共大食賊鬥戰……大食兵馬極多，臣等

力不敵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圍城。……伏乞天恩知委，送

多少漢兵來此，救助臣苦難。（《冊府元龜》卷九九九）

中國和西域—中亞諸國，有着悠久的文化聯繫。唐朝建立以

後，從貞觀到開元都是「盛世」，政權統一，國力強盛，又進一步在西

域—中亞擴大了自己的影響。那是一個中國人的自信心比較強，向外

看得比較多的時期。

和隋唐大一統差不多同時，伊斯蘭—阿拉伯亦在西亞崛起。阿拉伯

人於進攻君士坦丁堡受阻後，轉而向東方擴張，終於成為唐朝的勁敵。

中亞諸國本來多傾向唐朝，但高仙芝的貪婪橫暴，使事情轉向了

反面。《舊唐書》記怛邏斯之戰的背景及唐軍敗績的情形云：

初，仙芝紿石國王約為和好。乃將兵襲破之，殺其老弱，虜

其丁壯，取金寶瑟瑟駝馬等，國人號哭，因掠石國王東獻之於闕

下。其子逃難奔走，告於諸胡國。群胡忿之，與大食連謀，將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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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四鎮。仙芝懼，領兵二萬深入胡地，與大食戰，仙芝大敗。會

夜，兩軍解，仙芝眾為大食所殺，存者不過數千。

這一戰不僅是唐朝在西域開始喪失影響的轉折點，也是唐朝的國

運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戰後四年，安祿山擁兵稱亂，國家元氣在叛亂

中受到了極大的斫傷，國力從此一蹶不振。不僅西域派遣軍被迫撤

回，蕃軍蕃將反而成了左右中原政局的一大勢力，詩人們也重新詛咒

起「開邊」和「遠略」來了。

杜環淹留異域凡十餘年，七六二年方得回國。儘管不是出於自願

和主動，他的「經行」仍然有着重要的價值。可惜的是，《經行記》早

已亡佚，沒有流傳下來。幸而杜佑在《通典》中記下了杜環的這番經

歷，並且還保存了《經行記》的某些片斷，主要是關於大食（阿拉伯）

及其屬國的記事，如：

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

齋，以殺生為功德。……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

拜，登高坐為眾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奸非劫竊、

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

戰，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其大食

法者……不食獵狗驢馬等肉。

這些記述不再是得自傳聞，而是杜環親目所見的情事，所以十分真

實，完全沒有虛幻的成分。值得指出的是：史籍所載大食使者來唐有

三十六次，唐朝卻從來沒有使者到過大食。真正身歷這一西亞大國並

且留下記述的唐人，恐怕就只有這個怛邏斯之役的戰俘了。

杜環的足跡，雖然只到達今伊拉克、敘利亞一帶地方，但這些地

方跟拂菻（大秦）即地跨歐亞兩洲的東羅馬帝國已經比較接近。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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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菻和大食連年爭戰，在大食也一定會有拂菻戰俘，並且很可能和杜

環有過接觸。因此，殘存的《經行記》片斷中，也有關於拂菻的記述：

拂菻國在苫國（今敘利亞地）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

人顏色紅白，男子悉着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

多淫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

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千里。勝兵約有百萬，常

與大食相禦。

所謂拂菻人膚色白裏透紅，男人穿單色衣，婦女愛好裝飾，好飲酒，

食麵包，確實是東羅馬的實際情形。

杜環的經歷說明，人們只有互相接近，才能夠彼此了解。可惜他

身不由己，未能繼續西行到歐洲。當時在大食的中國戰俘不在少數，

《經行記》片斷中留下姓名的即有「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

河東人樂 、呂禮」等人。這些匠人把先進的中國工藝包括造紙術傳

到阿拉伯，和杜環一樣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這也許是「邊庭

流血成海水」的戰爭留給後世的唯一積極影響。

地生羊

即使在漢朝和唐朝那樣的盛世，中國也沒有人走出過亞洲的西

界。法顯和玄奘為宗教熱情驅使往「西天」取經，他們的「西天」是印

度而非歐洲。經過殘唐五代的大亂，宋朝勉強把中國本土統一起來，

但是比漢唐大大縮短了的邊界一開始就不太平，國內的形勢也是緊張

的時候居多，政治上總不那麼安定，國庫中也總不那麼豐盈，於是政

策和統治者的心理越來越內向。「自許封侯在萬里」的陸游只能在夢

裏「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而且他的故地也不過在「雁門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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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際」，遠沒有張騫和班超走得那樣遠，更不要說甘英和杜環了。

杜環真實的經歷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多少人重視，《經行記》的散

佚便可以證明這一點。在漫長的古代歲月中，人們談到遠西，多半只

是一些述奇志異類的傳說，而其來源仍不出道路傳聞之一途。宋初

（977—978）成書的小說故事總集《太平廣記》卷八十一《梁四公記》

云：梁武帝時有四個姓名奇怪的老人來謁武帝，向「諸儒」講述西海

「海中有島」，為拂菻國。「島西北有坑，盤坳深千餘尺，以肉投之，

鳥銜寶出，大者重五斤。」這正是《天方夜譚》中水手辛巴德講的故

事，據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塞浦路斯地方主教厄皮法尼烏斯

（Epiphanius，約 315—403）的書中所記：

大西提亞沙漠中有幽谷，四周有高山環之，自山頂下瞰，僅

如煙霧，莫測其深也。鄰近諸國之王，多遣使來此求寶。殺羊剝

皮，自岩上，下投谷中。寶石黏羊肉，岩上飛鷹嗅肉味，下投谷

中，街羊出而食之，留寶石於山頂。

這便是《梁四公記》中「鳥啣寶出」故事的來源了。

據楊憲益考證，唐宋人著作中源出歐洲或近東的故事還有不少，

兹擇其尤著者列表如下：

書名 故事名 主要情節 來源於

幻異志 板橋三娘子 女巫魔法變人為畜
希 臘 神 話 中 巫 女 Kirhe 的
故事

酉陽雜俎 洞女葉限
孤女受後母虐，得仙人助，
躡仙履赴會，得國王迎娶

歐洲和近東民間產生和流
傳的「掃灰娘」（「水晶鞋」）
故事

酉陽雜俎 古龜兹王
一英雄有神異力，降服為害
毒龍

古日耳曼神話中英雄尼伯
根龍（Nibelung）的故事

太平廣記 新羅長人
海行遇風被長人攫去，以石
填門，擇肥而噬，乘間得脫

希臘神話中奧得修航海遇
獨眼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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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在中國行人不復往西的歷史時期中，歐人之東來者仍間或有

之，歐亞間經由西亞、中亞轉輸的商路亦未完全斷絕。西方的神話傳

說、民間故事，輾轉傳入中國，被喜好傳奇志異的文人記錄下來，不

僅豐富了文學的內容，而且成了當時國人極其有限的世界知識的一個

組成部分。

這種「以文入史」「文史不分」的情況，在古代東方和西方都不罕

見。典型的材料如有名的「地生羊」，這本來是伏爾加河流域民間傳說

所謂「羊羔草」（Lamb plant）。歐洲奧德里克（Odorico）、卡爾達努斯

（Cardano）、斯卡利格爾（Scaliger）諸人均曾有記錄，大致謂此「草」

種子像瓜子，長成後卻與羊無異，「有足、蹄、耳，唯無角。角處有叢

毛二握而已。傷則流血。狼最喜嗜之。」（據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

編》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 16頁）

唐懿宗（859—873年在位）時，段公路作筆記小說《北戶錄》，首

次記述了傳入中國的這個故事：

大秦（即拂菻）國有地生羊。其羔生土中，國人築牆圍之。臍

與地連，割之則死。但走馬擊鼓以駭之，驚鳴臍絕，便逐水草。

到九四○至九四五年間，劉昫、張昭遠、賈緯等人修《舊唐書》，復「以

文入史」，將其寫進《拂菻國傳》：

（拂菻）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牆以院之，

防外獸所食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着甲走馬及擊鼓

以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

後來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1044—1060），亦不懷疑此事之真實，

照樣收入《拂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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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菻）北邑有羊，生土中，臍屬地，割必死。俗介馬而走，

擊鼓以驚之。羔臍絕，即逐水草，不能群。

文字顯出歐陽修式的簡練，「北邑」和「不能群」卻是根據《通典》補充

的。古代中國文人，當然也有贍博認真的，但工夫往往只用在引經據

典、尋章摘句上，很少對自然界的事物作精密的觀察。即使是歐陽修

這樣的大作家，於此亦不免疏於格物。

明朝萬曆年間，李時珍撰《本草綱目》，卷五二列有「地生羊」，說

明取材於《北戶錄》，卻不問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這種怪東西。其時已在

段公路之後七百年，可見中國人對於外部世界的了解，在這七百年間

很少有甚麼進步。

一直到十八世紀初，康熙帝命文臣編了《淵鑒類函》。它算是以國

家的名義和力量纂修的一部百科全書，仍然把「地生羊」這個純屬子

虛烏有的「半植半動，亦植亦動」的怪物，記錄在《邊塞部九》裏面。

類似「地生羊」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甚至在近代地理知識傳入

以後，它們還照樣在士大夫和人民中流傳着。頗為有趣的是所謂「小

人國」。《通典》云：

小人，在大秦之南，軀才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

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後來來華的耶穌會士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竊取西來

所攜手輯方域梗概，為增補以成一編，名曰《職方外紀》」，記載多符

合十六至十七世紀歐人對世界的認識水平，切實可信，而其卷二述歐

邏巴洲西北海諸島，亦云：

聞北海濱有小人國，高不二尺，鬚眉絕無，男女無辨，跨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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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鸛鳥常欲食之，小人恆與鸛相戰，或預破其卵，以絕種類。

這究竟是歐洲的古老傳說在東西方分別流傳下來，還是西來教士援引

中國談遠西的書，以迎合中國讀者的興趣呢？倒是值得研究的。



  第二章  自西徂東  017

第二章  
自西徂東

從公元一六六年大秦始通中國算起，之後整整十五個世紀中，只

見歐洲人「自西徂東」來到中國，不見中國人「自東徂西」去到歐洲 1。

在中國同歐洲人員交往的歷史上，這是一個自西徂東的時代。

當然，將這一千五百年稱為「自西徂東的時代」，絕不等於說在這

一千五百年中，歐洲對中國的影響超過了中國對歐洲的影響。現代西

方史學界有一種說法：公元一千五百年是歐洲和世界歷史的轉折點，

此前是世界影響歐洲，此後則是歐洲影響世界。同時，東西方的史學

家也普遍認為：古代東方的文明程度和發展水平確實高於西方，造

紙、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四大發明」便是明證。從文化思想史看，

萊布尼茨和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傾倒，較之徐光啟、李之藻諸人對歐

洲文化的推崇，亦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在向外部世界的新知識和新資源進行探索和追尋這一點

上，歐洲人卻一直走在前面。這也許是使歐洲後來居上，從接受世界

的影響進而廣泛影響全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1 一二八七年，伊兒汗派遣出生於大都（今北京）的畏吾兒人巴瑣馬出使歐洲，這件事情很
難算作一個典型的事例，詳見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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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

歐洲人之自西徂東雖然開始得很早，但比較成批和比較頻繁地來

東，則應歸因於蒙古人的統一歐亞。

十三世紀蒙古的征服，對文明地區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卻有利

於中西間的交通。當時，東亞、中亞、西亞、東歐廣大的土地和人民，

都在蒙古大汗統治之下。只要持有汗八里（蒙古人對大都的稱呼，意

為「大汗的都城」）發出的一道金牌，人們便可以在亞歐大陸上通行無

阻，這在過去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蒙古人在南下之前即已西征，其鐵騎數次深入歐洲，先後擊敗

俄、波、德、匈諸軍，前鋒直抵維也納城下。歐籍降人和俘虜，頗有

隨軍東行，轉而為蒙古政權服務的。《元史》所傳愛薛，便是一位入仕

元朝的「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諸部語，工星曆、醫藥」。據張星烺先生

考證，愛薛及其五子也里牙、腆合、黑廝、闊里吉思、魯合的名字，

乃是 Elias、Tekoah、Hosea、Gorigos、Luke的對音，皆歐洲基督徒

常用之名。

大名鼎鼎的馬可．波羅不必說了，在馬可．波羅（1275—1292來

東）前後來到東亞並留下了記述的歐洲人還有：

一二四五至一二四七年間，昂布里亞人皮阿諾．卡爾皮尼（Plano 

Carpini，舊譯柏郎嘉賓），奉教皇英諾森四世之命來謁蒙古大汗，著有

遊記。

一二五三至一二五五年間，佛蘭德人魯不魯乞（Guillaume de 

Rubruquis，舊譯羅伯魯），為法王路易九世所遣使者，著有《奉使始

末》，又名《紀行書》。

一二八九至一三二八年間，蒙特科爾維諾的約翰修士（Giovanni 

di Monte Corvino，舊譯孟高維奴），由教皇派至北京，主持新設置之

大主教區直至逝世，有《中國書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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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八至一三三六年間，意大利人安德魯（Andreas）到中國傳

教，嘗自泉州致書故鄉教士托缽僧沃登（Friar Warden），原件今存巴黎

國立圖書館。

一三二一至一三二八年間，波德諾內的奧德里克修士（Odorico da 

Pordenone，舊譯鄂多立克、和德理）歷遊廣東、福建、浙江、江蘇、

山東、北京、山西、陝西、四川、西藏（？）等地，其遊記被稱為「關

於這個國家（中國）的最佳記述」。奧德里克本人與馬可．波羅、伊本． 

拔圖達、尼科洛．康蒂並稱為「中世紀西方四大遊歷家」1。

一三三八至一三四六年間，小兄弟會會士、佛羅倫薩人馬里諾利

（Marignolli）奉阿維尼翁（Avignon）教廷之命，到汗八里呈送國書。

《元史．順帝本紀》載至正二年（1342）佛郎國貢異馬，即指此事。當

時廷臣所作讚頌「天馬」的詩賦頗多，如歐陽玄《天馬頌》云：

天馬來自西方西，……七渡海洋身若飛，……

周伯琦《天馬行》云：

重譯來庭無遠邇，……使行四載數萬里。……

完全是寫實的詩句。順帝命周朗所畫「天馬圖」，康熙時來華的耶穌會

士宋君榮（Gaubil）還曾在清宮中見到。

上述諸人，除奧德里克外，全是橫過歐亞大陸而來的，這是中西

交通史上破天荒的事情。

可是，與馬可．波羅同時代的中國人，西行的記錄卻大為遜色。

1 奧德里克遊記，清季留學意大利的中國天主教修士郭棟臣曾將其譯為漢文，名《真福和德
理傳》，由武昌崇正書院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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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漢化的契丹人）一二一八年奉詔赴成吉思汗行在，寫

了一本《西遊錄》，所記行蹤止於撒馬爾罕、布哈拉等地。

長春真人丘處機一二二○至一二二三年西遊講道，率李志常等弟

子從山東出發。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錄》，記述他們一行從撒馬爾

罕南渡阿姆河，「見大雪山而還」。

元憲宗（蒙哥大汗）九年（1259），常德被派往伊兒汗旭烈兀處，

隨員劉郁著有《西使記》，其一行亦不出波斯國境。

而另一方面，在遼、金、西夏、蒙古相繼控制通往中亞和西亞的

陸路以後，中國東南海上的交通和貿易，卻慢慢地發展起來。南宋末

年，福建泉州已經有了像蒲壽庚那樣擁有海舶數十艘的航海巨商。

《馬可．波羅行紀》記泉州（他稱之為 Zayton，譯作「刺桐」）互市的盛

況云：

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咸蒞此港。

是亦為一切蠻子 1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

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後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內。我敢言，亞歷山

大（Alexandrie）或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國，乃至此刺桐

港者則有船舶百餘。（據馮承鈞譯本）

雲集泉州的大批船隻，當然多數只來往於中國東南各港，但其

中確實也有的是來自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南宋時周去非的《嶺外代

答》、趙汝適的《諸蕃志》，記述了一些關於大秦、斯加里野（西西里）、

蘆眉（羅馬）的事情，其來源亦不外乎從海舶得到的傳聞。直到元時，

汪大淵「兩附船東西洋而遊」，才算留下了一部多少算是紀實的《島夷

志略》。但汪的航程最遠只到印度西邊的阿拉伯海。書中言甘埋里國

1 馬可．波羅按照蒙古人的習慣，將中國南方居民稱為「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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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佛朗相近」。「佛朗」和劉郁《西使記》提到的「富浪」，皆為 Farang

之對音，亦即波斯人對歐洲的稱呼。汪大淵和劉郁雖然西行到了聽說

有個佛朗（富浪）的地方，仍然沒有真正走到佛朗或富浪去，親眼看看

那裏是甚麼模樣。

因此，在整個蒙古征服時期，儘管歐人西來不絕如縷，而中國無

論在陸上或在海上，比杜環和甘英走得更遠的人，史書上卻沒有見到

甚麼記載。

「下西洋」

蒙古帝國瓦解後，歐亞間的陸上交通隨之中斷。繼元朝而起的明

朝，統治從一開頭就不那麼穩固，因此對外部世界比過去更加防範和

猜疑。明太祖大殺功臣，總喜歡給被殺的人扣上一頂「通高麗」或「通

日本」的帽子，實際上當然並無其事。洪武二年（1369）頒佈的《皇明

祖訓》，將一十五個遠近國家列為「不征之國」。所謂「不征」，其實就

是不惹和不理的意思，不過偏要擺出一副「天朝上國」的架子那麼說

罷了。

這一十五個國家，大概也就是明太祖所知道的全部外國（西北邊

外的幾個敵國在外）。其中包括了朝鮮、安南、日本，還有一個所謂

「西洋國」。在日本名下，御筆親批：「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

為不軌，故絕之。」所謂「絕之」，便是要斷絕關係，尤其是不能允許

臣民和它往來。

洪武十四年（1381），嚴禁近海民人製造三桅以上大船下海前往

外國買賣，「正犯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

軍」。建文四年（1402）成祖即位，登極詔書中又重申海禁。永樂元年

（1403），並下令將原有海船「悉改為平頭船」，使之無法航行大洋。

但在厲行海禁的同時，國家卻又有遣使之舉。初看起來，這裏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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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存在着矛盾。但如果稍加研究，我們即可發現，明初遣使純粹是出

於統治者政治上的需要，而絕不是對社會經濟發展要求的適應。所

以，皇家雖能派人泛海，百姓卻被嚴禁出洋。幾次遣使，包括被宣傳

得簡直有些過分的「三保太監下西洋」（1405—1433）在內，都並沒有

也不可能改變當時封閉社會的性質。

明太祖派人到爪哇、三佛齊、浡泥、瑣里，是為了「宣揚國威」。

成祖的使臣遠達撒馬爾罕、塔什干、阿富汗，以及鄭和七下西洋，是

為了鞏固皇位。《皇明四夷考．序》說得好：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 ，不已勞

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

所謂「國有大疑」，就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

域，示中國富強」（《明史．鄭和傳》）。正因為這件事情是成祖個人意

志的產物，所以御駕一崩，馬上有人反對再幹。《殊域周咨錄》所載劉

大夏之言曰：

三保太監下西洋，費錢糧數千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

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

於是仁宗即位之日便立即宣詔：「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

有人不明白何以「下西洋」要派一個十歲就閹割入宮當太監，又

是西域人後裔、回教徒的鄭和，殊不知當時皇家的秘密差使，原是不

能交給有廣泛社會聯繫的「外臣」執行的。

明代所謂「西洋」，實指南中國海及迤西之印度洋。《明史．婆羅

傳》：「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便說明了這一

點。鄭和「下西洋」，最遠曾航達阿拉伯半島南端及非洲東部索馬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