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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發展到今天，一切暸解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的人都知

道，無論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存在，都不可能是孤

立的，永遠與世隔絕的;都必然要同周圍的國家和民族發生

接觸和交往。歷史越是發展，社會越是進步，相互間的接觸

和交往也就越擴大，越頻繁，越密切。正是這種相互之間的

接觸和交往，不僅促進了本國本民族社會的向前發展，而且

也推動了世界各國各民族的向前發展，這已為世界各國各民

族的歷史所證實。同時，歷史的發展也一再證明，世界各國

各民族之間的接觸和交往，應該是平等的，友好的，互利的:

否則，爾虞我詐，以強凌弱，甚至進行武力威脅、侵擾、掠

奪和征服，貝IJ勢必燃起相互仇恨的火焰，不僅給被侵掠、被

征服的國家和民族造成深重的災難，而且也要使本國人民遭

受戰火和苦難，阻礙人類的共同進步，社會的和諧發展。深

入地研究世界各國各民族之間的歷史關係'總結各國各民族

之間友好交往、互相影響，共同發展的歷史經驗，增進各國

人民相互之間的瞭解，促進人類的共同進步與世界的和諧發

展，無疑是擺在我們這些世界史研究者面前的一項艱巨而光

榮的歷史任務。

從公元前二世紀以迄於公元七世紀初阿拉伯興起之前，

歐亞大陸上並存著三個強大的國家。西方是歐洲的羅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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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繼承者東羅馬帝國(拜占廷帝國) ，它的勢力深入西亞

和北非:中間是安息帝國及其繼承者波斯帝國，它的領土東

起中亞的阿姆河，西至西亞的兩河流域;東方是古代中國，

勢力直達中亞。在幾近八個世紀的漫長歲月裡，羅馬帝國和

東羅馬帝國與安息帝國和波斯帝國為7爭奪兩河流域及亞美

尼亞，一直進行著斷斷續續的大規模戰爭;古代中國則與安

息帝國和波斯帝國一直保持著友好關係'並與遠在西海之上

的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建立了通商通使關{系，通過陸路和

海路進行直接的或間接的經濟往來。

公元七世紀初阿拉伯興起後，迅速向外擴張，征服了波

斯帝國;東羅馬帝國在西亞的領土敘利亞、巴勒斯坦及北非

的埃及等地，也都相繼落入阿拉伯人之手。從此，東羅馬帝

國國勢日衰，領土日削，捐屑一隅，勉強維持。然而，古代

中國與東羅馬帝國之間的通使通商關係卻未完全斷絕，不僅

存在著民間商業往來，而且在北宋和明代還一度通使，保持

著官方關係。這樣，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十五世紀初，古

代中國與古代羅馬世界的通使通商關係，斷斷續續地保持了

一千六百年。儘管其間有時活躍頻繁，有時低落中斷，但兩

國相距如此遙遠，道路如此艱險，時間如此漫長，在世界交

往史上顯然是罕見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奇過，值得深入研究，

大書特書的。

無庸諱言，古代中國與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之間的通

使通商關係，不僅促進了兩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和互補，

而且對歐亞非三大洲的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的發展也產生

了深遠的影響，做出了積極的貢獻。遺憾的是，近一百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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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貢獻，但多

是停留在一些枝節問題的繁瑣考證上，而對古代中國與古代

羅馬世界經濟文化交流及其影響還沒有全面深入的研究，還

沒有寫出一部完整、全面的「古代中國與古代羅馬關係史」。

而撰寫這樣一部著作，不僅對於科學地總結歷史是必要的，

而且對今天和未來的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也是可資借鑒

的，真有重要的意義。

當然，要撰寫一部全面的、完整的「古代中國與古代羅

馬關係史」這樣開拓性的專著，是相當的困難艱辛乃至嘔心

瀝血的。首先是缺乏羅馬方面的史料，特別是有關中國輸入

羅馬世界的商品、科學文化和知識及其影響的基本史料。我

曾經多方搜尋，結果空費時日，收穫甚微。值得慶幸的是，

中文史料相當繁富，堪補西方史料之不足。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歷來

重視對於史事的記載和史籍的收藏。至還從商周時代開始，

中國歷史上的各個朝代一直設有完備的史官組織，負責記錄

檔案，掌管典籍，撰修國史。特別是唐朝初年設立史館、撰

修前朝歷史以來，正式建立了官修史書的制度，新朝定鼎之

後，都要組織人力物力為前朝修史。與此同時，私人撰史之

風也日益盛行，形成了官方、私人雙管齊下修史的局面，各

種體裁的史籍彼此爭芳競艷，互為補充。加之歷代王朝都不

同程度地注意於遺書的徵集，新書的搜求，存書的整理，廣

為收藏，而眾多的民間藏書家也爭相訪書輯候，所以，流傳

至令的中國古代史籍仍然浩如煙海，其範圍之廣，內容之富，

價值之高，堪稱舉世無匹，實為中華民族之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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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國傳統的史籍分類方法，除先秦古史外，漢朝以

降的史籍又分為正史、另Ij史、雜史三類。正史，指由官方頒

定的，以紀傳體編霉的史籍，即通常所說的自《史記》以迄

《明史》的「二十四史 J :另 IJ史，指紀傳體正史之外的有體

例、有組織、有系統的各種史籍，諸如編年體、綱目體、典

志體、會要體、紀事本末體等都包括在內:雜史，指沒有正

式體裁的記述史事、具有史料價值的各種野史雜記，堪補正

史、別史之不足。在這三類史籍中，特別是「二十四史」中，

都或多或少，或詳或略地保存有關於中國與羅馬世界交往的

史料，有的並有專門記述羅馬帝國情況的傳記一一《大秦傳》

或者《拂蘇傳》。通過這些至為珍貴的史料，我們可以收集

到有關羅馬世界的確切信息，稽索出中國與羅馬帝國關係史

的基本面貌。

我的這篇著作題為《古代中國與羅馬之關係} ，試圖比

較完整、全面地論述這個前代學者尚未接觸的富有挑戰性的

課題。我學習、參考了一些前輩學者的研究文章，借鑒、吸

收了他們某一方面的合理的意見，或者受到了他們的某一點

正面或反面的啟迫，而進行了新的探索和研究。但我更注重

全面、詳盡地搜集和占有史料，進行綜合考察分析，以使自

己的觀點和論述建立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對於一些聚訟紛

耘的問題，或者幾成定論的問題，我堅持獨立思考，通過客

觀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比如拂抹一名，我

根據新見的史料，對認為是君士坦丁堡的簡譯或省譯的傳統

看法提出了異議，並指出拂森的具體指稱分三個階段，在羅

馬帝國遷都之前，它指的是古城拜占廷，遷都後指羅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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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五世紀初普嵐使者出使北魏開始，買IJ指東羅馬帝國。又

如《宋史﹒拂蘇國傳》中之拂蒜，一般認為所指與情唐時期

不同，然其究在何處又各持一端，我則根據《宋史》所記提

出其所指乃是小亞細亞半島西北部的烏布西格省的尼基亞城，

此次通使仍屬中國與東羅馬帝國關係的範圈。等等。這類新

的考析和見解，在第一章中尤多。總之，一切從實際出發，

盡力如實地反映客觀史實。當然，這樣一項真有關拓性的研

究課題，特別是缺乏羅馬方面史料，是難於一次完成的。倘

有不當之處，請予指正。任何有助於揭示歷史真實的意見和

討論，我都衷心歡迎和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