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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

内容概要

《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是阿里·玛扎海里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作者二十多年心血之硕果
。这部巨著于1983年由巴黎的斯巴格（巴比鲁斯）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快被作者自
己译作波斯文准备出版。《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内容共分三编。第一编是《波斯史料》
。作者在这一编中译注了三种古代波斯文著作：《沙哈鲁遣使中国记》、。阿克伯的《中国志》以及
《纳迪尔王和乾隆在中亚的较量》。作者把这三种有关中国和波斯之历史关系，特别是以丝绸之路为
纽带的文化关系的重要古波斯文著作译成法文并作了长篇注释。他在注释中提供的资料价值可贵，其
诠释又多具新颖观点。他对中国文化（也包括印度及中国周边地区的文化）经丝绸之路传到波斯并在
波斯得以发展，然后又传向西方（特别是罗马）的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有许多观点是先人所未触及过
的。第二编是《希腊-罗马史料》。作者对托勒密、普罗科波、泰奥法纳、科斯马、马尔塞林和梅南德
著作中有关波斯的段落作了辑录和译注。第三编为《丝绸之路和中国物质文明的西传》。作者主要是
介绍了中国的谷子、高粱、樟脑、桂皮、姜黄、生姜、水稻、；麝香和大黄的栽培史、用途以及经波
斯传向西方的过程。大家在阅读过程中一定会为书中丰富的资料及具有探讨性的观点所吸引，同时也
会看到作者给予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的高度评价和赞赏。法国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在与译者谈到《
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时，称玛扎海里先生为“具有中国热的学者”，这是颇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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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编 波斯史料
一、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盖耶速丁行纪）
（一）导言
（二）哈菲兹·阿不鲁序
（三）阿伯特柴拉克序
（四）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二、赛义德·阿里-阿克伯·契达伊的《中国志》
（一）导言
（二）时代背景和契达伊的生平
（三）中国志
序文
导论
第一章 通向中国的道路
第二章 中国人的各种宗教
第三章 中国的城市和乡镇
第四章 中国的军队和军人
第五章 中国的国库
第六章 中国皇帝尼禄式的专制，他自称是天子他那克谢尔克谢斯式的御座和皇冠
第七章 中国的监狱，真主保佑您
第八章 中国人的新年
第九章 中国的十二个布政司
第十章 中国人的宴会、社交及其礼仪
第十一章 中国的娼妓
第十二章 中国人的神奇技艺
第十三章 中国的立法者，其治国术的成因临朝数年的女皇
第十四章 中国人的学堂及其他
第十五章 赴中国去的人员
第十六章 与汉人通商的卡尔梅克人（蒙古人）
第十七章 中国的农业
第十八章 中国的银币、铜币及其代用品纸钞
第十九章 遵纪守礼的中国人
第二十章 中国的宝塔
三、纳迪尔王（沙）和乾隆在中亚的较量
（一）导言
（二）史学家穆罕默德-卡齐姆·马尔韦据莫扎法尔-阿里上校的日记而作的综述
第二编 希腊-罗马史料
一、托勒密《地理志》
二、普罗科波（公元500~566年）《哥特人的战争》
三、泰奥法纳（公元6世纪末）
⋯⋯
第三编 丝绸之路和中国物质文明的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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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

精彩短评

1、站在伊朗人视角，纠正伊朗的全盘伊silan化。着重明以后中国和波斯的交流史。第三部分是中国农
作物西传史。
2、并不能算“严肃”的历史著作，而且译者对中亚人名地名的随意翻译让人要琢磨良久才能明白到
底指哪里。可是还是很有价值，它是一个居住在巴黎的波斯民族主义者试图证明中国-波斯（曾经）优
越于地中海的尝试，主体是三本中世纪以中国为主题的波斯文献的译注，注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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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