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钱之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金钱之旅》

13位ISBN编号：9787102030531

10位ISBN编号：7102030533

出版时间：2004-6

出版社：

作者：林英

页数：10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金钱之旅》

内容概要

《金钱之旅: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内容包括：西方来客惊现中土——中国境内出土和发现的索里得金
币、君士坦丁堡：索里得的故乡、从地中海岸到欧亚草原、索里得在中国、从恺撒到胡王：索里得的
东方图像志、四天子说与丝绸之路上的货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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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英，1985年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后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现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侧重于前伊斯兰时期（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欧亚大陆上东
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目前正在写作有关拜占庭文明有唐代中国传播的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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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序曲：西方来客惊现中土――中国境内出土和发现的索里得金币
第一章 君士坦丁堡：索里得的故乡
第二章 从地中海岸到欧亚草原
第三章 索里得在中国
第四章 从恺撒到胡王：索里得的东方图像志
尾声：四天子说与丝绸之路上的货币文化
附表：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
供进一步阅读的书目
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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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从地中海岸到欧亚草原　　罗马人和波斯人的对抗　　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
新疆吐鲁番盆地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些拜占庭金币的仿制品和萨珊波斯王朝的银币，这些墓葬的年代大
体从北朝廷伸到唐初，即公元六七世纪之间，这也是中国境内出土的拜占庭金币最早为欧美学者所瞩
目。其实，这两种西方钱币的同时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当时西亚国际形势的具体体现。如果我们将视
线投向公元600年的地中海世界，我们可以发现拜占庭帝国控制着地中海东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尽
管来自西北方的日耳曼人摧毀了西罗马帝国，但是，拜占庭帝国的主要敌手是东方的萨珊波斯王朝
（224～651年）。这两大帝国的对抗构成了阿拉伯帝国建立之前亚洲西部的国际格局。　　罗马人和
波斯人的对抗由来已久，公元1到3世纪，罗马军队处于攻势，最终导致安息帝国被萨珊王朝推翻。但
是，363年，罗马皇帝朱里安在伊拉克惨败于波斯军队，罗马军队不得不逐渐西撤，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开始意识到，彻底征服波斯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公元5世纪，两个帝国都忙于应付来自游牧世
界的新敌人。罗马人受到西面的阿提拉匈奴帝国的骚扰；波斯人则同来自东面的契达里特人、嚈哒人
交战。6世纪双方又重新展开了对抗，大规模的战事有四次，分别发生在502～505年、527～532年、540
～562年、572～590年，小规模的冲突更是数不胜数。除了直接的战争外，在亚美尼亚和阿拉伯半岛的
北部，两国还暗中支持当地力量展开冲突。但是，双方可谓势均力敌，情况往往是，波斯军队首先占
领了罗马人的领土，大肆劫掠一番，然后又被罗马人的反攻击退，罗马人又乘胜在波斯领土上烧杀抢
劫，让波斯人付出同样的代价。于是，我们发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两个主战场上，590年双方的边
界划分同702年相差无几，经过一个世纪的逐鹿，波斯和罗马仍旧难分胜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大批索里得开始从君士坦丁堡启程，它们的目的地之一是东方和东北方的欧亚草原地区，那里的游
牧民族骁勇善战，正觊觎着富庶的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但是，如果拜占庭帝国提出的条件优厚，
他们也可以同罗马人结成盟友，共同对付波斯人。在此，我们有必要先介绍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的地理概念，它包括巴尔干以北的匈牙利平原、黑海以北的乌克兰草原和里海以北的伏尔加
草原，然后一直延伸到中亚、蒙古草原和中国的东北地区。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居住着“逐水草而居”
的游牧民族，这些来自草原的人们同农耕世界的对抗与交往构成了近代之前的世界历史画卷。　　对
公元6到8世纪的拜占庭帝国而言，来自匈牙利平原的游牧民族是不容忽视的力量。5世纪来自蒙古草原
的匈奴人在匈牙利平原建立了匈奴帝国，迫使居住在莱茵河以北的日耳曼人大举南迁，最终导致了西
罗马帝国的灭亡。6至8世纪这里又兴起了阿哇尔汗国，当拜占庭皇帝忙于同波斯人作战时，他们却乘
机对巴尔干地区进行劫掠。此时，索里得金币成为拜占庭帝国安抚阿哇尔人（Avars）的主要礼物
。574年底，拜占庭的将军提比略被阿哇尔人击败。此后，帝国同阿哇尔人缔结和约，每年送给阿哇尔
人8万索里得金币。 574年之后，拜占庭帝国一直依照条约将年贡送给阿哇尔人的白安可汗（Baian
Kaghan）。据当时的史家米南德记载，579年阿哇尔人的使节塔吉提乌斯（Targtius）到君士坦丁堡接
受了8万索里得的年贡，他用其中一部分金币购买了一些物品，连同剩下的一起交给了白安可汗。582
到584年，迫于阿哇尔人的军事压力，拜占庭帝国的年贡一再提高，达到了12万索里得。到了伊拉克略
皇帝统治的时代，为了能够在攻打波斯帝国的时候保证后方稳固，伊拉克略皇帝更将年贡提高到了20
万索里得。　　拜占庭帝国为什么要选择索里得作为送给阿哇尔人和其他草原民族的外交礼物呢？除
了传统的因素之外，我们必须从拜占庭帝国的内因和外因去理解这种选择。此时的帝国已经今非昔比
。过去，罗马帝国的皇帝们都是以罗马军团统帅的骄傲态度对待境外的蛮族，但是，现在的新罗马皇
帝不再拥有那样的军事实力，所以就研究其他办法来对这些未开化的头脑造成印象。于是，拜占庭人
开始充分利用“野蛮人认为自己国家并不出产的东西”，不仅用做礼物或贿赂，而且用来提高君士坦
丁堡宫廷的壮丽，这要比任何武力都更能维持皇权的威望。做工精美，刻有皇帝头像的索里得金币恰
好是“野蛮人自己国家并不出产的东西”，于是，索里得不仅是方便商品交换的钱币，而且成为帝国
的外交工具。因为它是只有靠拜占庭皇帝恩赐才能获得的东西，它特有的光辉是别处无法模仿的，因
此，拜占庭帝国严禁本国商人走私金币，索里得成为国家专控的商品，肩负着外交使命远走他乡。　
　走进亚洲内陆茫茫草原的索里得是否不辱使命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1912年，在前苏联波尔多瓦
地区的Pereshchepina村附近出土了一批珠宝，包括650件金制品、50件银制品和65枚金币。这些出土的
金银制品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征，可以肯定属于中世纪某个草原民族首领所有。这批宝物中包括一
件完全由崭新的索里得金币穿成的项链：它由26枚索里得组成，其中部分金币制造于638年，即伊拉克
略皇帝统治末期；其他金币是641至646年间发行的，那时伊拉克略的儿子君士坦丁二世当朝。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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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崭新的金币刚离开君士坦丁堡的造币厂，就落入了游牧民族之手，它们的商品功能尚未实现，却
在异族的眼中变成了精美的珠宝。有趣的是，学者们至今仍无法肯定Pereshchepina宝藏主人的确切身
份。从出土的其他金银制品分析，宝藏很可能最初属于阿哇尔人，然后转为保加尔人（Buigars）所有
，最后落入可萨人（Khazars）手中，每个新主人都为这一宝藏添加了新的内容。不过，尽管几度易手
，7世纪初期的索里得项链一直被保存下来，这不正说明索里得在不同的草原民族的手中受到了同样
的珍视吗？而这，正是拜占庭宫廷期望的效果。　　从恺撒的金币到可汗的金钱　　公元6世纪，当
索里得深入欧亚草原之时，这里正上演着改朝换代的戏剧。自从公元1世纪匈奴帝国被汉朝军队击溃
后，草原上再也没有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游牧帝国。然而，此时的欧亚大陆正被新兴的突厥汗国震
撼着，从东到西都感受到了来自草原的阵阵蹄声。　　突厥汗国的兴起经历了几代人的奋斗，我们不
妨先来看看《周书·突厥传》的记载：　　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也，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子
孙繁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其后曰土门，部
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繒絮，愿通中国⋯⋯（大统）十二年（541年）⋯⋯时铁勒将伐茹茹，土门帅所部
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魏废帝元年正月（552年），土门发兵击茹茹，大破之于怀荒北⋯
⋯土门死，子科罗号乙息记可汗⋯⋯科罗死，弟俟斤立，号木汗可汗⋯⋯俟斤又西破嚈哒，东走契丹
，北井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
，皆属焉。　　另一方面，1889年发现于蒙古鄂尔浑河畔的突厥阙特勤碑，則以史诗般的笔调描绘了
这个游牧帝国的兴起：　　当上方蓝天，下方褐土初创之时，人类亦在二者之间生成。在众人之上，
我的祖先土门可汗和室点密可汗成为君主。他们成为君主之后，便组织和治理着突厥人的国家与体制
。天下四方之人均对他们怀有敌意。他们率军远征，讨伐了天下四方的所有民族，从而征服之。他们
使高傲的敌人俯首，强大的敌人屈膝。他们令突厥人向东移居到卡迪尔汗山林，向西则远至铁门关。
他们治理着这两地之间从无部落组织的蓝突厥人。贤明的可汗即是他们，英勇可汗即是他们。　　6
世纪中叶，突厥汗国兴起之前，欧亚草原由嚈哒、柔然两大势力统治，突厥土门可汗击败了原来的宗
主国柔然（茹茹），同西魏、北齐鼎足而立，成为阿尔泰山以东的草原地区的霸主，这就是上引《周
书·突厥传》记载的事件。另一方面，突厥阙特勤碑提到的室点密可汗是土门可汗的弟弟，他控制着
阿尔泰山以西地区，名义上尊奉突厥汗国的大可汗为最高统治者，实际上独立为王。阙特勤碑将室点
密和土门并列为突厥国家的创建者，说明突厥汗国建立初期就有了东西两部的划分。室点密领导的西
突厥汗国为西亚的战略格局引入了新的变数。公元6世纪60年代前后，西突厥为了控制丝绸贸易同萨珊
波斯交恶，在粟特人摩尼亚赫（Maniach）的鼓动下，可汗派遣以摩尼亚赫为首的使节团，绕道北高
加索地区，于567年来到君士坦丁堡，希望将丝绸直接销往拜占庭帝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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