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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不只是传说》

内容概要

无西域，不成国史，一部中国人在西域的千年历程史。建元三年张骞辞别汉武帝，率领使团由长安西
去。一去就是十三年，汉武帝已经等不及了。河套之战拔除了汉朝首都的在喉之刺，同时也揭开了汉
匈决战的序幕。接着朔方之战，卫青带领汉军大范围迂回，重创匈奴右贤王部。而天才军事家霍去病
的出现搅得大漠四处不得安宁，匈奴渐趋分离。接下来漠北大战双方摆出大决战的架势，结果却是两
败俱伤。
此时和亲又提上议事日程。西域的良马，汉家的公主、铁器在大漠的古道上络绎不绝。宫廷的斗争只
是暂时代替了军团的战争，待斡旋不成，新一轮的厮杀又使得大漠尘沙四起。
围绕对西域的控制问题，汉匈使者你方唱罢我登场，继而便是武装冲突。西域诸国更是左右逢源，在
夹缝中谋求发展。西域的国王、汉代的外交官、匈奴的单于三方分分合合，纵横捭阖，共同演绎了一
幅绚丽的文明与冲突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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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不只是传说》

作者简介

原名贾红雁，现居加拿大。信息安全家。自酷爱文学、历史，读史经年罕有所得，数次神游西域却唤
醒了曾经破碎的文学梦。随着生涩的笔端任思维在天山南北、大漠瀚海自由地翱翔，居然形成了网友
们称之为“长篇叙事散文”的独特风格，严谨而不失幽默，大大开大合，天行空，深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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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不只是传说》

书籍目录

序幕　西域来了汉家郎第壹章　大汉雄风  一份简历  剑指河南地  集资建房  右贤王的噩梦  一道试题  
结伴投降  受降仪式  狼的传说  张骞忽悠上岗  钱的困惑  到此一游  第一次会面  可恶的沙尘暴  匈奴西进
 胜利的果实第贰章　战争与和平  嫁给国家  憨厚的羌族人  傲慢与偏见  斩首行动  订婚  可怜的跨国婚
姻  魔术团来京  汉武帝的全国调研  使者  草原雄鹰  刘老三受辱  枕头风  汗血宝马  情非得已  万里长城  
渴不死的大宛  打井  贰师将军很生气  解忧出嫁了  无间道  京城太子班开课第叁章　优患中的帝国  元
旦致词  一封情书  最早的汉奸  糖衣炮弹  圈套  小试牛刀  李氏子孙的责任  舍不得  阴差阳错  角逐  一个
木头人引发的血案  最后一击  投降是一种美德  皇帝的检讨书  三驾马车  弼马温升迁记  别坏了规矩  都
是皇位惹的祸  分家  回家  流血的仕途  阴谋  惊弓之鸟  考古事件第肆章　种田风波  午夜惊变  休战  中
心仓库  刺杀行动  “王子变太监”  “政变”  乌孙告急  过家家  草根皇帝  打的不是仗，是资格  敲山震
虎  长安留学生  音乐之声  骆驼与马  雪灾  秋天的故事  希望的田野  轻轻地他走了  秋后算账  平民皇帝  
猫和老鼠  铁腕外交官  强者的礼遇  太极  移民第伍章　汉家王朝的尽头  关系链  搁置的婚礼  河西有朵
雨作的云  理论与实践  河西建廊平叛记  开发区  日逐王归汉  开业大吉  丝绸之路  奢侈品  史上最牛婚宴
 买卖不成仁义在  暴君  五个男人和一个皇位的故事  幸福来得太突然  鸿门宴  龙虎斗  丫环  英雄的力量 
伟大的会面第陆章　匈奴很亡  落叶归根  “伟大的心”  分而治之  儒生皇帝  勇敢的心  狼与狈  非法的
结盟  陈汤来了  迷失的罗马军团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审查  爱美人为江山  昭君出塞  十点建议  知识
就是力量第柒章　阳光照耀的西域  老天爷的厉害  哼哈二将  女一号  乌孙命案  神算子  武器扩散  距离
产生的“美”  安保事件  君主立宪  初生牛犊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南越那些事儿  汉德  乌孙血案  暗杀
 孤胆英雄  不服  一代舞后第捌章　风生水起  吃回扣  厚黑  做秀  平静的西域又起波澜  规律  王莽又回
来了  理想  西域逃亡  紧箍咒  孙建很毒  皮布税  太委屈  造神运动  有钱能使鬼推磨  假皇帝  传国玉玺第
玖章　抉择  王母娘娘  土地改革  孤家寡人  改名有瘾  车师暴乱  陈良叛变  金钱不是万能的  剿匪  多米
诺骨牌  部护但钦  人质危机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消失的李崇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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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不只是传说》

章节摘录

筑城的诱惑相当巨大。当年，秦将蒙恬就曾经在此筑城以抵抗匈奴。主父偃的建议不可避免地遭受了
几乎所有大臣的反对，太不切实际了。钱谁出？谁去住？现在政府财政已经捉襟见肘，筑城所需的巨
大的财政支出将使整个政府陷入财政困境。正反两方坚持不下。实际上这是对匈奴政策争论的延续。
是战，是和？战，筑城是必然的；和，则另当别论。虽然汉武帝内心十分赞同筑造新城，但是并没有
使用行政手段强迫群臣接受，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开放的形式：辩论。让筑城派的朱买臣挑战反对派的
主将御史大夫公孙弘。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公孙弘哑口无言。元朔二年（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遣卫青的副手苏建主持修建朔方城。筑城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并不是豪强
出钱、平民出力就可以轻易解决问题的。而且也不是简单地筑一座城，还要修缮当年蒙恬修建的防御
要塞，依黄河建立一整套的防御体系。历时两年，出动民夫数十万，耗费银钱上千万，朔方城终于建
成。可是汉武帝的口袋里也没什么钱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何况正是与匈奴开战之时。虽说千金散
去还复来，花完了我再赚，可是国家必须有稳定的财政收入，才能保证正常运行，进而保证战争的花
费。残酷的现实迫使汉武帝发掘新的财源。经过数年的考察，汉武帝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就是铁和盐
。汉朝自开国以来实行的一直是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市农工商都任由民间自由发展，政府只是收取
少量的税款。虽然国家没有钱，有些人的钱却花不完，其中最有钱的就是盐、铁商人。汉武帝看在眼
里，一直看到红眼。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他终于采取了断然措施，任命大盐商东郭咸阳、大
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会同桑弘羊共同策划将盐铁事宜收回国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
铁公营。第二个办法说出来不大好听，就是卖官鬻爵。有钱人可以花钱买专门设置的郎官，买爵位。
这也不是武帝的首创，文帝、景帝的时候都用过。为奖励军功，汉武帝新设了十一级武功爵。武功爵
除了荣耀以外，还有很多实际好处，凭借爵位可以进入政府成为公务员，就此打开仕途之路，也可以
抵罪。没打过仗的只要出钱也可以买到，但是，也不是所有十一级武功爵都可以买到，八级以上是不
卖的。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武帝还收回了铸币权。以前是各郡国都可以铸钱，现在不行了，只有中央
可以铸。在京师设置钱官专管铸币，除了严厉打击假币之外，还不惜工本，铸造了防伪功能十分强大
的五铢钱。一言以蔽之，为了筹钱，汉武帝是想尽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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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不只是传说》

媒体关注与评论

西域地处欧亚大陆中间偏东的地带，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横贯此地，自古以来就是东面文化交流的地方
，人类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共创造了四大文化体系。这四大文化体系在新疆交汇，在全世界这是唯
一的一个地方。只从这一点上来看，西域之重要概可想见。　　——北京大学终身教授 季羡林在交通
和通讯很不发达的古代，几个大文明在一个地方产生全方位的、长时间交流的，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西域，也就是丝绸之路经过的所在。因而从文化研究来看，西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完
全不能缺少的。　　——中国知名学者和作家 余秋雨在世界所有的历史中，没有一场战争能延续200
年之久。只有汉朝和匈奴的战争除外。对生存资源的控制和掠夺，是这场战争的核心所在。张骞事件
是这场战争序幕中最耀眼朝一点。他竭尽全力想去完成使命的方式，给无数的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印象。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东方学研究中研究员 伊本·表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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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不只是传说》

编辑推荐

《西域,不只是传说:初开玉门》：无西域 不成国史一部中国人在西域的千年历程史用研究武侠的情怀
看传说中的西域！西域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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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不只是传说》

精彩短评

1、一定的可读性
2、敢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3、是传说
4、看了当当网的评论,就买了一套,看了两页后就被吸引住,放不下了.澣海箫声的文采和历史功底与赫
连勃勃生大王和当年明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希望也能象他俩一样火起来
5、不要只翻译通鉴，多做一些深度的分析。既然以这种风格写作，多写一些奇闻轶事，会更吸引人
。文笔方面感觉有待提高。
  最好能配地图，能够让大多数读者一目了然。地图可以参考下柏扬版《通鉴记事本末》。
6、很幽默的笔触，讲述的班超和西域的故事令人神往。原来我们的老祖宗里还是颇有些这种有胆有
识的精彩人物的。
7、这本书非常的好看。
8、包装很好，塑料封，很完整。是正版！
9、排版有问题，字太小，看起来费劲。本来打算买后面的几本的，还是算了
10、越看越没趣
11、多知道点西域的知识
12、从去年看到现在，一年多了，非常不错！
13、看了大唐的历史,就有了看这本书的冲动.
14、因为是西北人，很想了解关于西域的事
15、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16、西边的疆土，富饶而辽阔。但是由于交通等诸多因素，现在的发展和东部不协调。如何让西部各
族同胞迅速发展起来，恐怕是领导人殚精竭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这里有中国的未来。

英明神武的康熙皇帝，带领了全国的兵力，去攻打几百个罗刹国的地痞流氓冒险家，为什么在占优的
情况下，放弃了大片领土？就是因为西部的不稳。恭亲王怒斥东洋侵占琉球，为什么在关键时刻放弃
了，还是因为西部不稳。现在米国借口反恐，在我国西部插了一把钢刀，我们的航母向着大洋行驶，
心里安稳吗？怎么办？只有自强！只有大力发展西部，让西部的人民安居乐业，有能力有信心保卫自
己的美好家园，那个时候，世界、海洋才会真正向我们敞开，我们的时代就来临了！
17、在新疆生活过6年 但却对历史了解不够深
18、了解西域，对于现代中国人很必要，书不错
19、非常不错的书，喜欢，网购了前两本，希望可以再出后面的，
20、语言通俗诙谐，考据严谨，不失为一佳作。
21、现在话说历史类太多了，感觉一般。
22、讲得不太生动，只是一种陈述！
23、好！快出三！
24、very nice is vondoefom feeling!!!
25、搞活动的时候买的，感觉还好，包装不错。
26、超级好看看看看！！！！
27、想了解西域吗？想了解西域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吗？这部书太值得看了！
28、之前一直在网上看连载的,后来发现出书了 当然不能不收藏下.对于西域的那段历史介绍的很详细,
就是西域的名人人名太难记,目前只记得咱们大汉朝的卫青和霍去病了 呵呵 推荐 值得一看~
29、全面了解西域的资料
30、看得出对历史有研究，但是基本知识重复史书里那些内容，缺少新鲜的知识。
31、这是我5年以来看到的最好的一部书
32、除了书托没人看这书啊，我联想出来的书名是“洗浴不做上厕所”我会告诉你们？不过初开玉门
的话这样好吗！
33、时间线有些混乱 好多重点事件没有展开来细说 不过在西域史方面最通俗好读的恐怕也就是这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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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不只是传说》

34、刚到货 还没有看
35、再网上追了很久，买一本支持一下。
36、这本书的写作手法与《明朝那些事儿》有些相似，都是用最白的白话写正史，虽然内容不能完全
杜绝一些传说，但与《中国通史》相比，这种通俗的历史书更能让我看下去。
37、第一部比较吸引人，后来的就不喜欢读了
38、无西域，不成国史。治学严谨，但表述通俗，用一根清晰的主线把纷繁复杂的西域史串联起来，
可读性极强，是一套好书。
39、之前在天涯看了连载，实在喜欢就买了这套书，只是还没出完很遗憾。
40、有“大漠谣”，“云中歌”打底，这本书看得还是很流畅。用散文笔法写历史，张弛有度，开合
自如，作者着实极品。
41、作者用不同的视角讲述历史，天涯看了，买来收藏！
42、呵呵 文笔有些相像，读起来很是轻松 没有读正史的压力
43、拿到书，在3天之内较快速地通读了一遍。总的感觉是不错的，作者以详实的史料、清晰的脉络、
幽默的话语为我们讲述了汉朝与西域的历史，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等等，
当然其中也不乏作者自己的猜测与推断，可以看出，作者不仅仅是是把记载在历史书中的古汉语翻译
成白话文，而是对这段历史有着自己的思考，对于喜爱历史、对西域感兴趣的朋友来说可以一读。当
然，现在出版物普遍质量不高，书中也难免有白字等低级错误，但总的说来并不影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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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不只是传说》

精彩书评

1、当我知道作者是一个IT人的时候，真是备感惊奇。能把西域历史研究到这种程度的理科学生真是少
见。读起来才发现，文风确实有IT人的严谨，却又不失幽默。是一本普及西域历史的好书。
2、感谢瀚海箫声把支离破碎的西域历史串联成妙趣横生的故事，使我对西域第一次有了系统的概念
。严谨的考据，优美的文字，幽默的风格，使西域不再神秘、不再遥远，从传说走向现实。
3、“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留下的不朽名言：“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
古，所以卫京师。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
之日。⋯⋯则设行省，改郡县，事不容已。”从以上两段可以看出西域对于中国内地的重要性是不言
而喻的，可以说无西域，不成国史。遗憾的是至今仍鲜见一部完整，详细的西域历史。西域的人物很
多，地名很多，故事也很多，头绪更是纷繁，而且史料较少，既孤立且难考证。它虽不同于中原王朝
的历史那样有比较明确的断代，却又与中原王朝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要理清，理顺西域
的历史，并把它写出来，不仅要有深厚的历史功底，流畅的文字，还要有缜密的逻辑来分好事情的轻
重缓急，先后顺序；而且还不能怕麻烦：因为西域历史上的许多地名很难考证，无法确定其在今天的
确切位置；所涉及的历史悬案也必须给出一个自己的见解，否则也就称不上写史。或许是因为上述的
原因，所以鲜见有人书写中国人在西域这两千年来的足迹？现在，瀚海箫声的《西域，不只是传说》
，出现的很及时，恰好弥补了这个空白。在得知作者瀚海箫声原来是理科生，又能够写出这么一部既
宏大，又不失细腻的作品，顿感钦佩。话说本人读第二遍已经读到三绝三通的第三通了。作为本书的
第一部，《西域，不只是传说之一初开玉门》中，作者以淡淡的，似小桥流水般的行文风格，像一个
评书人一般将西域一段一段的，支离破碎的，或者是班超、张骞、郑吉等一个个人物的故事娓娓道来
：张骞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了对当时的汉朝来说完全陌生的西域“凿孔之旅”？贰师将军是谁，
他为何要两次远征大宛？他的结局如何？汉武帝的轮胎罪己诏跟巫蛊案有什么因果关系？陈汤又为何
会喊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至今仍让我们热血沸腾的历史名言？汉庭是如何处置陈汤矫诏
兴兵，讨伐郅支单于的行为？巍巍汉德是什么？对于这些西域国家又产生了什么影响？读完本书，可
以看出西域的历史不是独立的，看似独立的事件其实与中原王朝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汉武
帝两征大宛，到后来的解忧公主与乌许的和亲及汉武帝后期的轮台罪己诏都说明了这点。所以本书虽
写的是西域，也会交待相关的中原王朝的历史。例如写到《轮台罪己》时，就追溯到巫蛊案。卫太子
在巫蛊疑案中自杀死后，直接影响了汉武帝对其身后事的安排，这就不可避免的要改变在西域的政策
，这就有了轮台罪己诏。既然必须交待中原王朝的历史，那就不可避免的要涉及有争议的历史事件。
比如巫蛊疑案，比如盐铁之议，比如王莽代汉⋯⋯所幸作者以深厚的历史功底，流畅的文笔，及缜密
的逻辑将这些历史事件交待得很清楚。说说作者的文笔吧。楼主应该是挺幽默的一个人。本文中并不
像其他历史著作那样大量引用那些难懂的文言文，更多的是叙述，加之设定一些人物的简短对话，及
生活俗语的准确运用让本书内容增强了趣味性。举两例如下：1. 张掖断臂之一道试题中有这么几段对
话：小霍也得通过一次这样的测试，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年轻人不是心比天高吗？去河西的广阔
天地锻炼一下吧！汉武帝的题目很简单：领万骑，出河西，奔袭破敌。霍去病得到考题的表情我们可
想而知。想啥来啥，想娘家人，舅舅就来了。胆大如天的他也许还会向汉武帝提出几个额外的要求。
　　“臣请选精兵强将。”　　“准！”　　“臣请择机而战。”　　“准！”　　“臣请----”经
过精心的准备，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兵出西。⋯⋯2. 轮台罪己之一封情书（五）民主
集中也有一段对话：⋯⋯汉武帝一急就问狄山你能管理一个郡吗？汉武帝时真急了，这两件事根本不
挨着。　　 狄山一想别说一个郡，我连老婆都管不了，我们家她说算。 　　 “不能”。　　 “那你
能管理一个县吗？”武帝接着问。“不能，太大”。　　 “一个乡怎么样？”。　　 狄山一咬牙，
“行！”。再不行就得回家了。这些简短的对话在历史上也许是没有的，然而在文中设定出来，可以
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当时的情景，也使文章可读性大大增强，不至于通篇都是一味的叙述，读起来如白
开水般无味。此外书中也不乏对人物心态变化的描写。个人认为本书的缺点一个是没有用今地名标注
古地名。当然，这是很考验作者功力的，而作者毕竟也要工作，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检阅地名沿革的
历史记载。如此，也不能强求必须尽善尽美。还有一个就是涉及的古地名必然会有生僻字，碰到时往
往因为不认识而不知道怎么读。建议作者在生僻字后面加个括号写上常见的同音字，以方便阅读。套
用本书读者晓雪孤影的一句评论：“这部对西域历史的研究的书籍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有着着
眼于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价值。”读完本书，你将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一提到汉唐就热血沸腾”，因为

Page 10



《西域,不只是传说》

“那是一诺千金的承诺，那是匹马横行大漠的英雄情怀”。
4、整本书读起来像一部长篇叙事散文，更像写实风格的历史小说。或细腻勾画，或大气泼墨，大开
大合间又不缺失历史之框架。让读者可以轻松进入一种氛围，了解西域，了解历史。没有刻意或强迫
，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吸引和喜爱。
5、和田美玉，血汗宝马，葡萄美酒夜光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春风不度玉门关。。。长长的驼
队载着西方的香料和宝石向东方走来，又载着东方的丝绸和瓷器向西方走去，东方人和西方人在这里
擦肩而过，用着来自古代的神秘语言窃窃私语，东西文明的交汇在这里激起了一片绚丽的霞光。。。
这里是传说中的西域！建元三年，张骞辞别汉武帝，率领使团由长安西去，这一去就是十三年。。。
这场历史上称之为“凿空”的旅行，开启了中国人在西域的探索，冒险，和拼搏的历程。这里有张骞
的节杖留下的印迹，有霍去病的铁骑踏过的青草，这里流传着王昭君创作的琵琶曲，也屹立着解忧公
主歇息过的白色毡帐。“范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是汉家儿郎的豪言壮语；纵马驰骋于更加广阔
的空间却是匈奴战士的生存本能！没有人能断言这场延续了两百年的战争，究竟是谁赢了谁输了，但
可以肯定，历史在西域留下了汉家人的血脉，和匈奴人的气魄！这是关于西域的传说，而西域，不只
是个传说！
6、这是一本买回来就迫不及待读完的书，值得收藏。这是我见到的最全面的、最系统的、最准确的
、最通俗的西域历史的读物。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带领读者重温当年西汉人的西域历程，读起来一点也
不感觉枯燥。使我对西域的认识由点变成了线、面。迫切期待作者的第二部面世。
7、一直以来一直想找一本关于西域历史的书，今天终于如愿。很少通俗题材涉及汉代西域的，这本
书可以一说是首尝螃蟹。填补了一个个空白。这本书将西域历史系统的归结来个大总结并仔细将其编
年以及所处外部汉朝大环境加以对比，很好。
8、西域的历史不容易整理，作者大海拾翠一般整理出这部好书，确实了不起，全书读后，不仅使人
叹服作者语言流畅优美，文字功力深厚，更会被书中的独特观点而拍案叫绝。这部对西域历史的研究
的书籍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有着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价值。实事求是的说，这是一本不可
多得的历史好书
9、一直在追踪这本书在天涯的连载，现在已经连载到第二册，真的很不错。文风平实，考据精准，
语言严谨风趣。分析的也很到位，全面。我非常喜欢这种风格。作者的写作计划也很庞大，真是一部
千年的西域史。
10、刚刚读完这本书，感觉真的不错。看出来作者是下了功夫的，脉络清晰，史实也非常准确，真是
很不容易。西域的历史是不连贯的、片断的、星星点点的，能够串联成故事，并且与西汉的政局有机
结合，互相印证，读起来受益匪浅。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作者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提出了比
较独特的看法，比如王莽心态的变化，也让人耳目一新。
11、蒜：据说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种子种的。 葱：产于天山昆仑山，所以昆仑山古称葱岭。 香菜：
原产地中海沿岸，张骞出使西域后引入我国。 芹菜：中国自古就有，但跟世界意义上的芹菜并不相同
，被称为中国芹菜，还有一说是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时传入的。现在吃的西芹种传入不足百年。 金花
菜：原产印度，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后汉时期已是人工栽培的20种蔬菜之一。 小白菜：简称白菜、青
菜。原产我国，早在后汉时代就有文献记载。 大白菜：古名崧，我国人工培育产品，地道中国原产菜
。 茭白：其来源同上。曾作为粮食作物，种子称孤米、雕胡，为“六谷”之一，但直到公元5-7世纪
才出现作为蔬菜食用的茭白。 黄瓜：又叫胡瓜，原产东印度的西北部，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归来时带
入我国。初称“胡瓜”，东晋时，赵王石勒更名为“黄瓜”。但那时我国云南也有野生黄瓜分布。 蚕
豆：又名胡豆、寒豆、罗汉豆等。原产亚洲西南部到非洲北部一带，张骞出使西域时引入。 豌豆：原
产地中海沿岸，汉代引入我国。但从元初才开始有吃豌豆嫩荚（也就是现在的食荚豌豆）的记载。 蕹
菜：就是空心菜，产于我国南方多雨地区，被称为南方之奇蔬，曹操他老人家就吃过了，时间不用说
了吧。 扁豆：原产印度，汉、晋时传入。 茄子：原产东南亚和印度，约于晋代传入我国，隋炀帝就
对它特别偏爱，还钦命为“昆仑紫瓜”。 菠菜：原产波斯，唐代传入我国。 木耳菜：学名落葵，又
叫胭脂菜。原产亚洲及北美洲，宋朝前已有栽培。 莴笋：原产地中海沿岸，我国已有1000多年的栽培
历史，宋代以前怎么也吃上了，由西域使者来华时传入。 胡萝卜： 原产北欧。元代时，波斯人来中
国时带入云南地区，后传遍全国各地。 红薯：原产美洲，明万历年间晋安人陈振龙从菲律宾引入福建
。 土豆：原产南美，明末传入我国。 辣椒：原产中南美洲热带地区。我国栽培辣椒始见于明末，在
此之前吃辣都是用茱萸调味（咱也不知道这味道好不好吃，怎么琢磨都觉得是欣赏性植物，估计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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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辣）。至于甜椒于18世纪才始有．19世纪传入我国。 洋白菜：又叫包心菜，清早期传入我国。 南
瓜 ： 原产非洲。由波斯传入我国南方地区，当时叫它为“番瓜”，传入年代不详。还有另一种南瓜
原产亚洲东南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估计宋朝时也有了。 四季豆：原产中南美皱，明朝时传入我国
。 番茄：地球人都知道这就是西红柿。原产南美洲的秘鲁，清朝中晚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但1983年，我国四川省考古队从成部凤凰山的西汉古墓中，发现有番茄等农作物种子，四川省农科院
还精心培育出了植株．由此证明我国2000多年前就有这东西了。当然，那时一定不叫现在这个名字。 
西葫芦：就是美洲南瓜，清朝中期传入我国。 生菜：原产地中海附近，清晚期引入我国。 菜花：原
产地中海沿岸，传入我国也就100来年。 洋葱：原产伊朗、阿富汗，已有5000多年栽培历史，传到我
国仅百余年。 葡萄，张骞带回来的。 西瓜，五代时期由丝绸之路传来的。 无花果，唐前就传入了，
但中原地区是很难吃到的。 芒果：据说由唐僧取经时带回的种子，但现在的芒果是荷兰人在台时引入
的。 哈密瓜：南宋时期第一次有文献记载。明以前中原基本很少吃到。明以后也是做为贡品的。 菠
萝：原产巴西，明朝时传入。 草莓：明朝开始栽培野生草莓。但直到清朝中期，才从英、法等国引进
良种。 木瓜：原产墨西哥，明末清初传入我国。 西瓜：原产地撒哈拉。 向日葵：原产地美洲。 芝麻
：原产我国云贵高原。在浙江湖州市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杭州水田畈史前遗址中,发现有古芝麻的
种子,证实了中国是芝麻的故乡。 橄榄：橄榄一词包含多种植物，油橄榄是地中海产的，我国解放后
在汉中地区有少量引进。而果橄榄则是中国愿生的，不过在古代应该算是百越地区。 石榴：古称“安
石榴”，原产地即古之西域“安国”、“石国”。 
12、以前看到的西域故事都是一段一段的，支离破碎的，或者是班超、张骞、郑吉等一个个人物的故
事。《西域，不只是传说》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连续剧，让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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