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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札记》

内容概要

《波斯札记》是著名波斯文化学者、翻译家穆宏燕所著的一本有关波斯文化的随笔集，主要讲述了波
斯的从古至今的宗教、历史、文学以及中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作者凭借其对波斯文化深入广博
的研究和背景知识，广泛结合中西方文化及事件，特别是中国文化中耳熟能详的事物、历史和现象，
如美酒、诗歌，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带领读者对波斯丰富珍贵的文化宝库做了一次饶有生趣的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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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穆宏燕，波斯语学者、翻译家，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担任东方文学研究室主任
。作者长期从事波斯语诗歌研究，在国内及伊朗发表过多篇重要学术论文，出版过多部著作及翻译作
品，其参与翻译的译著，波斯古典文学经典《玛斯纳维》十八卷（负责第一、二、六卷）曾获2003年
伊朗第十届世界图书奖大奖、2003年中国第六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及第六届中国国家图书奖
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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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赠送，为专栏结集，通俗易懂，书做得非常精美
2、菲尔多西《列王记》，一千零一日，藏红花，水仙，伊本西那，巴尔巴特琴，苏幕遮、紧身胸衣
，苏菲、萨摩，细密画、崇高原则，心灵之眼，四行诗，艾尔方(苏菲神秘论)、沃勒夫(神秘论者)，
塔萨沃夫(外在修行)，莫拉维《玛斯纳维》，鲁达基，人主合一(功修者，圣徒，先知)，娄鲁兹节，
《酉阳杂俎》
3、难得详实的整理，从其中描述细密画的一章获益良多，也能打通我看东西方画作中对表现方法和
宗教视角的困惑。如果对《我的名字叫红》有困惑，最好也看看这本书。
4、还不错
5、初识伊朗。
6、很好看！前面半本轻松有趣，后面半本学术论文，都不错！
7、中二时期好喜欢波斯。
8、报纸专栏的结集，介绍伊朗文化历史宗教
9、应该找找类似水平非洲历史
10、信息量足够，是外行人了解伊朗悠久文化的合格入门。讲波斯与佛教的那篇短文和波斯细密画的
那篇长文很好，有印象。四星半。
11、细密画的内容正中下怀，想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喜欢：以俯视的视角看到局部之间的关系，同时还
能看到丰富多变的细节
12、书做得非常漂亮。
13、干货很多。非常严肃。
14、温婉多情 介绍波斯的简史、文学
15、书评组成的小册子。通俗易懂，介绍了很多波斯文化和历史，特别是与中国的联系。
16、历史文化部分有很多新鲜有趣的知识，值得一读。文学评论部分没耐心看完。
17、装帧和排版都不错，作者应是70后的学者，读过金庸。
18、有收获。
19、对伊朗突然产生了兴趣，并且，谁看过《一千零一日》呢，好奇
20、真正的学者，一看就知道凭着自己的专业和知识，根本不用很痛苦就可以写出这么专业、带有学
术气息的文章。虽然以前都发表在报刊，但质量过硬。选择小众或许才是自己遨游的天地。
21、古今东西都串起来了。《小昭的哀怨》《<300壮士>与希波战争》《波斯细密画与<我的名字叫
红>》精彩纷呈。
22、圈内人读起来显得不够过瘾，最后几篇论文还是十足的干货。不过穆老师也算是用心良苦（还是
想吐槽一下伊朗中心论）。
23、十分方便安利
24、消遣读物，了解一下
25、有几处共产主义阶级观点还是要引起人本能的反感。
26、在书店简单翻看了其中几篇，基本都是一些普及知识，深度有限。
27、细密画那部分最有趣，但是呢，感觉写成《我的名字叫红》的书评了。
28、细密画那一章反复看了好几遍！！
29、手里握有那么多知识但是写得没意思是国内学者的通病
30、了解了不少以前不知道的知识，作为专栏结集不错。硫酸纸能做出这种感觉的封面，不容易，不
过还是太容易折损了。
31、为伊朗行储备
32、去了解一个历史，看看曾经辉煌～
33、同类型的书籍中趣味性和知识性非常均衡的一本，当时还有推荐给某位要写海丝题材的老师，结
果他根本没当一回事⋯⋯
34、搞到想买十七岁时看的那本《我的名字叫红》。
35、不错的小文章集
36、很不错的科普扫盲书，后面几篇论文也挺有趣，当然可能我只是少见多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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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文明的流动最动人。伊朗古时候有点像中西方中转站，丝绸、造纸术、藏红花、各种乐器⋯⋯来
回倒腾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为了读《鲁拜集》买的，感觉是蛮好的入门科普读物，讲细密画（也是
帕慕克书评）那一篇读得尤其认真。就是作者文笔特别干，有些观点也难以苟同，应是被驯化的学者
。装帧设计好看。
38、作者是张鸿年的学生。
39、常识
40、2016-04-11
41、作为对波斯文化不甚了解的人，这本书倒是给我打开了一个兴趣窗口
42、第二遍记了些名词，就当索引了
43、谈到了很多波斯和唐朝的渊源

44、论文集，但深度很有限。
45、虽是学究文章，绝大部分却都有意思，看完“波斯细密画与《我的名字叫红》”一章决定把《我
的名字叫红》找出来看啦。不喜“波斯四行诗与唐绝句”那两章，联系太过牵强，分析了跟没分析一
样。作者在波斯历史文化方面相当专业，令人佩服，美中不足的是，貌似出了这个领域就略略欠缺了
些？比如讲到苏菲神秘主义的时候一句不提柏拉图的“理念说”、“回忆说”，实际上两者的基本观
点几乎是一模一样。
46、国内写伊朗的书不多，这是非常好的一本，从中国人的角度来写伊朗，原来绿教攻破波斯的时候
，王子逃难到了长安啊。果然天朝当年是何其开放啊。中国人对伊朗还了解不多，特别是伊斯兰化之
前的伊朗，那其实是个文明古国，对中华文化还是有巨大影响力的
47、波斯札记，专栏入门，浅显入理。细密画，仿南宋工笔，日神酒神，古今东西诗酒狂都一样。饮
一杯真理的美酒，再来一杯生命的琼浆。胡旋舞，胡旋舞，眩晕出窍，舞破天惊，摇落红尘。第一位
敢于离婚的波斯女诗人，拍摄了房屋是黑的。水晶珍珠满脑异香琵琶茉莉，都源自古老神秘的波斯，
留着奶与蜜的天堂。
48、了解波斯文化的不二选择吧！
49、装帧精美。主要是报纸专栏文章的集结，深度有限，但对于伊朗一窍不通的人来说的确是很好的
入门读物。中国跟伊朗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甚是有趣。
50、另一个角度看伊朗的历史，不错的文化随笔～

Page 6



《波斯札记》

精彩书评

1、一时兴起，决定去伊朗旅行。行前买了这本小札记，也为补充知识，也作旅途小甜点。 这是一本
关于波斯、伊朗、历史、文化、文学的小书，由于作者多年前已将本书大部分篇章连载于某地方报纸
，所以小书作为大众读物，读起来浅显易懂，但也饶有趣味。印象特别深的是关于波斯细密画的夸赞
，以及对伊朗诗人哈菲斯的点评，说哈菲斯嗜酒如命，但却酒后非但不“误事”却能“成事”，他常
常喝醉后诗兴大发，创造出朗朗上口的美妙诗歌，不仅酒后吐真言，更是酒后露真情。也许，后人看
他杰作时，也应该在微醺的状态下呢，只有如此，才能既不辜负一坛美妙佳酿，也不辜负诗人一汪美
好的情怀，正所谓“春日百花绽放时，唯有酒杯应握牢”。
2、32开的平装小本书里插图不少
3、专栏文章的集子，内容比较杂。大概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段的内容主要普及和趣味性为主，对
波斯世代谱系、政经文教的内核没太深的涉猎，主要还是介绍一些比较为人熟知的关键历史时刻，以
及波斯文化的方方面面，譬如宗教、音乐、舞蹈、诗歌、绘画、饮食、奇珍异宝等等。不少内容取自
于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所以如果真的要深入了解的话，还是读谢弗的著作来得更全面。这些
文章本来都是刊登在报纸上的小专栏，所以行文风格更适合于面向读报时随意翻阅的读者，集结成册
之后，难免有不那么连贯的感觉。后半部分则学术味道更浓一些，主要包括一篇讲述波斯细密画的文
章和几篇波斯诗歌的探究。这两块内容相当深入浅出，很值得一读。当然作者难免会更多地以中国学
者的视角来看待波斯艺术，中间涉及大量的中波对比，也算别有趣味，能反证出中国文化的很多特质
。这里的内容可当五星推荐。一些读后散记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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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波斯札记》的笔记-第63页

        东伊朗人指生活在祁连山以西至里海北岸乌拉尔河的广大中亚地区的塞族人。其中中亚地区南部
即帕米尔高原以西到里海东岸、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因长期属于伊朗的势力范围，并且生活于此的
民族在文化和民族上与伊朗不仅同源而且同流，因此该地区被成为东伊朗地区。

东伊朗地区随同整个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征服。公元前三世纪中期，东伊朗地区两大行省巴克特利亚
（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和帕提亚（今天伊朗霍拉桑省北部和土库曼斯坦）相继宣布独立。帕提
亚首领安息克建立了安息帝国，巴克特利亚虽然宣布独立，但统治者仍未希腊人。

东部的巴克特利亚这个希腊人统治东伊朗人的小王朝从公元前250年一直存活到公元前50年，我国史籍
称为“大夏”

巴克利特亚人的东邻是印度著名的孔雀王朝，阿育王在公元前260年立佛教为国教，佛脚迅速传入巴克
特利亚。佛脚在该地区的盛行还波及到希腊统治者上层，国王米兰陀（公元前180-130）信奉佛教，他
与高僧那先讨论佛理的语录被编辑成《弥兰陀王问经》，也被称为《那先比丘经》，是小乘佛教的经
典。

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大月氏人在为汗所败而西迁的匈奴人挤压下，南下攻取了巴克特利亚。大月氏人
共五部，贵霜王丘就却击败了其他四部，建立了贵霜王朝。贵霜王朝在第三位国王统治期间达到顶峰
，通知了东伊朗大部分地区和印度西北地区。第三位国王原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后改信佛教。他在喀
什米尔的色利耶加召开了佛教历史上著名的第四次大结集，对佛教教义进行修订，由此形成大乘佛教
。

贵霜王朝另一重大佛教事件，是产生了佛像艺术。在印度早期的佛教艺术中没有佛的形象，因为早期
佛教思想认为，佛陀具有神圣性，不能表现其具体的相貌。由于贵霜王朝的中心巴克特利亚曾长期受
希腊人统治，希腊的艺术思想在改地区影响深厚，佛教思想和用人体来表现神的希腊艺术精神在该地
区结合，诞生了佛像艺术。

2、《波斯札记》的笔记-第185页

        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军队攻占伊朗，结束了花刺模人对伊朗的统治，建立了伊尔汗王朝。伊朗
十三世纪之前的艺术品大量被毁，所以细密画不是在之前的塞尔柱王朝的某个绘画种类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所以，细密画是一个新的绘画品种。

伊朗伊尔汗王朝的开国君主和元匆必烈是兄弟，所以和中国往来密切。伊尔汗王朝的的合赞汗信仰伊
斯兰教，现存最早的细密画-波斯古代寓言故事《卡里莱和笛木乃》正是在合赞汗的指示下，在1298年
绘成，图中的线条明显有中国南宋绘画艺术的特点。
伊朗画家还受元代山水画中配图诗的其睇，把波斯文书法艺术和细密画艺术结合在一起。

细密画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14、15.16世纪达到顶峰。也在这个时期，细密画艺术相续传到奥斯曼
帝国、印度卧莫尔帝国和阿拉伯地区。

细密画的空间概念
 欧洲画家重视研究三度空间，才去立体透视法。立体透视法有三种：一、几何学透视法，即在一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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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札记》

上只能有一个焦点，不能随意移动。二是光影透视法，即根据物体受光的明暗阴阳，烘染出立体空间
。三是空气透视法，即地面山川因空气的浓淡阴晴和色调的变化显示出远近距离。中国的空间表现法
与欧洲绘画不同。一中国采用的是散点透视，而不是定点透视，即一幅画中有几个焦点而不是一个固
定的焦点。第二中国画没有光影透视法，不画光和影，所以不表现立体空间。第三，中国画有空气透
视法，由此表现出山川等被画物体的远近。波斯细密画的独特就在于以上三法皆无。一、画家的视点
是流动的，有多个焦点。画家画某处就把焦点落在某处，所以远处的人物和进出的人物一样大，墙外
和墙内的被画物处在一个平面上。细密画和中国画都不表示立体空间，但中国画有远近之分，而且中
国画一般不同时表示处于不同空间的事物，而细密画酷爱表现同时处于不同空间的事物，而且没有远
近里外之分。因此，细密画更具平面色彩。二、没有光影透视法，不表现黑暗，不画阴影。细密画画
家是用心灵之眼去描绘事物的本来面目，而非肉眼所见的事物，远处的花本来就和近处的画一样大，
只是肉眼的错觉让他们看起来不一样大而已。同样，人的美貌、衣服和美景是本来就存在的，只是肉
眼受夜色遮蔽看不到而已，所以细密画拒绝表现黑夜，拒绝表现阴影。

细密画的普遍性和共性特征
细密画着重被画对象的普遍性和共性而不是特殊性和个性，这是因为人的肉眼只能看到个性和特殊性
，看不到共性和普遍性。人对普遍性和共性的认识是从众多个性和特殊性中概括出来的，是人的心灵
觉悟到的，这种觉悟来自于真主的赋予。这一点也和中国画不同，中国画不讲究逼真，但是讲究神似
，神似正是特殊性。

细密画的色彩运用
欧洲绘画的发展，各个画派的特点，以及与其他画派的区别都主要表现在色彩和光的运用上。中国画
喜好墨色，但也有色彩的渐变、递减和递增的过程。细密画几乎没有色彩的变化，它强调色彩的鲜艳
、和谐和悦目。在细密画中几乎没有过渡色。

3、《波斯札记》的笔记-第58页

        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以后（前330年），希腊人维持了80余年的统治。公元前247年，伊朗东北部行省
帕提亚首领安息可宣布独立。从此伊朗人民与希腊统治者展开了近100年的光复运动。此王朝中国称为
“安息”，西方则称为“帕提亚王朝”

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正是安息王朝美赫尔达德一世统治时期，他公元前141年攻克了
希腊人的首都-位于两河流域的塞琉西亚，收复了整个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第二次出使西域，安息王
朝美赫尔达德二世派“两万骑迎于东界”。公元前1世纪左右，罗马如日中天，庞培、凯撒和克拉苏
同时登台，称为罗马三巨头。公元前53年，克拉苏用兵东方，与安息王奥罗德斯二世交战，最终克拉
苏兵败身亡。公元前36年，安东尼再度对安息用兵，同样遭遇惨败。

4、《波斯札记》的笔记-第21页

        摩尼教创始人摩尼公元216年出生于波斯安息王国统治下的巴比伦，幼年随父母信仰基督教聂斯替
诺教派中的浸礼教派，后受“推恩”（twin，即明暗双生子）神的启示创立新的教派，摩尼教。摩尼
教虽然融合了聂斯替诺教派和佛教的一些因素，但在精神实质上是与波斯传统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
脉相承的。
琐罗亚斯德教产生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创始人是琐罗亚斯德，传有经书《阿维斯塔》。该教主张
明暗善恶二元论，即大千世界由以光明天神阿胡拉马兹达为本原的善界和以黑暗魔王阿赫里曼为本原
的恶界组成。明暗善恶二界彼此对立，不断斗争，最终是明战胜暗，善战胜恶。琐罗亚斯德教将三善
——善思、善言、善行作为人的道德准则，在教义上崇尚光明，膜拜光明的象征一―火，修建了很多
祭拜火的神庙，庙中供奉的火焰长年不熄灭。由于琐罗亚斯德教崇拜火，该教在中国史书上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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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火教”、“祆教”或“火祆教”。该教于唐代传入我国，在我国有一定的发展，后来消亡。由于琐
罗亚斯德教是人类走出原始巫术崇拜之后第一个由某个具体的人自觉创立的具有明确教义的宗教，而
不是一种在民众长期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宗教信仰，琐罗亚斯德因此被称为人类的第一位先知，早于中
国的老子、孔子、早于印度的释迦牟尼。
尼采有篇非常重要的哲学著作名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查拉图斯斯特拉就是“琐罗亚斯德”的
另一种译名。尼采的这篇著作与琐罗亚斯德教没有关系，尼采只是在自己的著作中借这人类的第一位
先知之口，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琐罗亚斯德教是伊朗在伊斯兰化前的国教，贯穿阿契美尼德（前550
—前331)、安息(前230—224)和萨珊(224-651)三个王朝，尤其以萨珊王朝时期最为兴盛，它对整个伊朗
文化、对伊朗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铸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摩尼教在根本信仰上与琐罗亚斯德德教一脉相承，主张明暗恶二元论，一如琐罗亚斯德教崇拜光明，
膜拜光明的象征——火，在中国被称为“明教”。二者的区别在于琐罗亚斯德教中光明神为主神，而
在摩尼教中光明神与黑暗神是佐尔万（时间)的双生子，在初际时间，明归明，暗归暗，互不缠绕；在
中际时间(即大千世界)暗入侵明，明暗相互缠绕争斗；在后际时间，经过一番争斗，明赶走了暗，明
暗又再次分离，各归其位，而非琐罗亚斯德教的明最终战胜暗。因此摩尼教的学说又被称为“二宗三
际说”。在具体教义上，摩尼还把明暗善恶二元论从大千世界搬入了人体本身这个小世界，认认为人
体也是由明暗善恶二元素构成，即灵魂为明为善，肉体为暗为恶，人必须修身养性，才能将体内的明
与善从暗与恶的禁锢中拯救出来。
摩尼教使神秘主义的修道方式在伊朗流行起来，为后来伊朗伊斯兰化后苏非神秘主义的盛行埋下了基
础。摩尼教得到萨珊国王沙普尔一世(240―270在位)的扶持，在波斯境内迅速兴盛，但因其主张苦行
修道，又将光明主神降格为与黑暗神对等的神，终被琐罗亚斯德教视为异端。巴赫拉姆一世(271—
—274在位)登基后即开始压制摩尼教。巴赫拉姆二世（274—293在位)将摩尼投入监狱，277年摩尼死于
狱中，传说死后身体被剥皮填草，挂于城门上，该门因此被称为“摩尼门”，在今伊朗卡泽伦附近。
摩尼教在波斯虽被灭绝，却远播东西方，一度成为世界性宗教，但终至销声匿迹。
摩尼教在东方的传播以西域地区为盛，粟特人、回鹘人皆信奉摩尼教，八世纪时，西域高昌国以摩尼
教为国教。唐时，摩尼教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度兴盛，后被遏制，逐渐转入秘密结社。两宋时期
，明教在江浙东南各省流行，并时有教民举事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方腊起义。统治阶级深恶之，谐
音“摩尼”的摩”为“魔”，诬称明教为“魔教”，又因明教信徒喜素食(认为植物富含光明因子)，
诬之为“菜魔”。元末义军以明教为号召起事大概是摩尼教在中国最后的绝响。之后，朱元璋登基称
帝虽仍以“明”为国号，但一待国基稳固，便开始大肆翦灭间翦灭明教，终致明教在中国绝迹。

5、《波斯札记》的笔记-第43页

        公元前597年，巴比伦国王攻破耶路撒冷，将几千名犹太人俘虏到巴比伦。公元前586年，巴比伦
国王再次攻破耶路撒冷，灭犹太王国，将包括王室、祭司、工匠在内的几万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做努力
，即著名的“巴比伦之囚”

公元前538年，居鲁氏大地征服巴比伦，让犹太人重归耶路撒冷，居鲁氏大帝还归还了巴比伦王从耶路
撒冷圣殿劫掠的金银祭司器皿，让犹太人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墙。然而圣殿尚未建成，居鲁氏大帝去
世，冈比西斯继位，冈比西斯听信谗言，下令停建。大流士继位后，犹太人上书请求查看先王居鲁氏
大帝关于重建圣殿和城墙的诏书。大流士翻看居鲁氏的诏书后，下令重建。公元前516年圣殿终于建成
，是为第二圣殿。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统治期间，又有一批犹太人蒙波斯王恩准，得以从巴比伦返回
耶路撒冷，并重新修筑了耶路撒冷城墙，犹太民族得以安居乐业。公元70年，罗马人攻破耶路撒冷，
第二圣殿被毁，犹太人四散各地直到以色列建国，现在的以色列自称为第三圣殿时期。

6、《波斯札记》的笔记-第19页

        琐罗亚斯德教产生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创始人是琐罗亚斯德，传有经书《阿维斯塔》、该教
主张明暗善恶两元论，即大千世界由以光明天神阿胡拉 马兹达为首的善界和以黑暗魔王阿赫里曼为本
院的恶界组成。明暗善恶两界彼此对立，不断斗争，最终是明战胜暗，善战胜恶。琐罗亚斯德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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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善思、善行、善言作为人的道德准则，在教义上崇尚光明，膜拜火。
由于琐罗亚斯德教是人类走出原始巫术崇拜之后第一个由某个具体的人自觉创立的具有明确教义的宗
教，而不是一种在民众长期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宗教信仰，琐罗亚斯德因此被称为人类的第一位先知。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查拉图斯特拉就是琐罗亚斯德。

琐罗亚斯德教是伊朗在伊斯兰化之前的国教，贯穿阿契美尼德、安息和萨珊三个王朝，尤其以萨珊王
朝最为兴盛。

摩尼教在根本信仰上与琐罗亚斯德一脉相承，主张明暗善恶两元论，也崇拜火。两者的区别在于琐罗
亚斯德教中光明为主神，而在摩尼教中光明神与黑暗神是时间的双生子，一开始，明归明，暗归暗，
在中际时间（大千世界）暗入侵明，明暗相互缠绕争斗，在后际时间，明赶走了暗，明暗又再次分离
，各归其位，而不是琐罗亚斯德教的明最终战胜了暗。摩尼教认为人体也是由明暗善恶两元素构成，
灵魂为明为善，肉体为恶为暗，人必须修身养性，才能将体内的明与善从暗与恶中拯救出来。摩尼教
使神秘主义的修道方式在伊朗流行起来，为后来伊朗伊斯兰化后的苏菲神秘主义的盛行打下了基础。

摩尼教得到萨珊国王沙普尔一世（240-270）的支持迅速兴盛，但因其主张苦行修道，又将光明主神降
格为与黑暗神对等的神，终被琐罗亚斯德教视为一段。巴赫拉姆一世（271-274）开始压制，巴赫拉姆
二世（274-293）将摩尼投入狱中，传说277年摩尼死于狱中后身体被剥皮填草，挂与城门上，该门因
此被成为“摩尼门”，在今伊朗卡泽伦附近。

7、《波斯札记》的笔记-第71页

        公元420年，据说汉公主将蚕和丝绸生产技术带到中亚，波斯垄断了丝绸贸易。公元330年，东罗
马帝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口丝绸原料，在叙利亚地区加工生产。结果惹怒了萨珊国王沙普尔二世，
他出兵将叙利亚地区并入国内。
公元550年，查斯丁尼大帝让修道士从中国绕开北高加索取得蚕种，将丝绸厂建在君斯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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