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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商人史》

内容概要

《暨南中外关系史丛书：粟特商人史》通过研究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0世纪散落在印度、伊朗、中国、
拜占庭和北亚草原的粟特人遗物，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详细论述了中古粟特商业生长盛衰的历史演变
过程。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0世纪，粟特商人从只具局部意义的小规模商业开始经营，在与巴克特里
亚、印度商人的竞争中后来居上，脱颖而出。并在突厥人、卡扎尔人的政治护翼下，西通拜占庭、东
人中国，在克里米亚到朝鲜的欧亚草原建立起广泛的商业网络。粟特人既是东西商贸的担当者，也是
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贸易中介。但萨珊波斯的衰亡、索格底亚那被阿拉伯征服以及唐朝爆发的
安史之乱，给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粟特商业带来致命打击，随着丝绸之路的陆海转换，波斯商人控制
了海上贸易主导权，粟特商业最终走向衰亡。有鉴于中国在粟特商业网的拓展中所起到的“催化”作
用，故本书第五章专门论及中国粟特商人的情况，对塔里木甘肃地区、京师诸州，甚至四川、吐蕃的
粟特人聚落、贸易网发展、萨宝功能和演变，以及姓氏、婚姻的华化问题均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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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商人史》

作者简介

魏义天，法国著名中亚史专家。他1969年出生于勃艮第首府第戎（ Dijon）。1990年获巴黎高等师范学
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Paris）国家人文社科比赛二等奖。1990-1995年进入巴黎高师深造，系统
研习西洋中古史。从中摸索出的一套理念和方法，被成功运用到后来所从事的中亚史研究当中。1999
年完成粟特商人研究的学位论文，2000-2011年为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Paris）副教授，201 1年至今为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Ecole des Hautes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Paris）中亚中古社会史教授。目前编著泽书多部，发表论文5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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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商人史》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古代商业网（从开始到公元350年）
引言
第一章 粟特商业网的起源：尝试用年代划分
第一节 古代索格底亚那：一种贸易经济
一、缺少粟特商人的时代：居鲁士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索格底亚那
二、《苏撒宪章》与粟特商业史
三、天青石在塞种世界的传播
四、亚历山大与粟特贸易
第二节 汉文史料中的粟特本土贸易
一、对索格底亚那的辨识
二、商业联系
三、公元前2世纪的考古资料
第三节 边界上的索格底亚那：纪元初的商业路线
一、南方商业民族
二、北道
第二章 关于古信札
第一节 古信札与粟特网
一、粟特文2号古信札
二、背景和年代
三、邮传网络
四、作为整体的商业网
第二节 本地居留点
一、5号古信札
二、贸易诸端
三、粟特人聚落
四、聚落地理
第三节 中国边界的粟特商业网
一、年代参照点
二、 中国周边地区的商业网构成
三、经济背景
第四节 中国的聚落
一、中国的状况：年代问题
二、公元4世纪的塔里木盆地与甘肃
第三章 与印度通商
第一节 粟特商人、贵霜商人
一、康僧会
二、粟特人与印度的接触
第二节 印度西北部的居留地
一、佛教文献
二、印度河上的粟特语题铭
三、贵霜帝国的粟特人
第三节 第二分枝
一、科斯马斯的证据
二、一次衰落
第二部分 商业帝国（350-750）
引言
第四章 索格底亚那：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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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商人史》

第一节 大入侵
一、分期问题（350-450）
二、索格底亚那的考古资料
三、在巴克特里亚
⋯⋯
第三部分 商业与外交（550-750）
第四部分 商业网的破裂（ 700-1000）
总结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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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商人史》

章节摘录

　　三、突厥丝绸与粟特贸易　　传统中、小规模贸易并非最主要的贸易形式。粟特人有能力介入中
国人和突厥人之间更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当中。这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延绵接触的一个组成部分。当
时的经济生活后来就与瞬息万变的政治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于希望全方位了解粟特商业扩张的人
来说，考察军事力量平衡所带来的经济交流非常必要。但要把两个时期分清楚，第一个时期是550-580
年，正好和突厥帝国的建立时间一致：　　第二个时期经济关系稳定了下来，粟特人的作用也在日益
增长。　　一条材料显示，突厥帝国的贸易也被粟特人控制了。我曾提到过摩尼亚赫使团前往君士坦
丁堡的原因，该资料引自米南德的《历史》。这部书实际是以片断形式保存在10世纪的汇编资料中，
特别是《使节行录》（Excerpta de legationibus）里的文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对米南德几乎一无
所知，只知道他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后来出于生计开始写《历史》，这部书试图模仿阿伽提亚斯（
Agathias）的著作；之后可能又走上外交生涯。本书的时间范围是从公元557年到582年。片断10给出了
如下信息：　　突厥的力量日益壮大，原先臣服噘哒而今归顺突厥的粟特人，请求突厥可汗遣使互波
斯，让波斯王允许粟特人在其境内把生丝卖给米底人（Medes）。室点密表示赞同，随后就派出一支
由摩尼亚赫带领的粟特使团。　　该情节对西方的意义，我将在下一章进行分析。先了解一下该外交
使团的突厥背景。　　在木杆可汗统治期间及之后的15年，突厥人为控制北中国，介入了北周、北齐
之间的战争。他采取“两面讨好”的手法从中获得巨利：北周、北齐各自付给突厥缯絮锦彩10000段，
让他保持中立或是谋求援助打击对手。为了讨取突厥的欢心和军事支援，两国不惜将国库耗空。摩尼
亚赫和粟特成员建议突厥可汗卖给波斯帝国的丝绸（后来任务失败后，又出售给拜占庭帝国），就是
中国支付给突厥的。事实上，帝国的粟特人向突厥王子提议，可将中国支付的大批丝绸中的多余部分
用来谋取双倍利益。即使忽略概数，大宗丝绸的转运也维持了三十多年，直至隋朝将其终结。米南德
文本不应放在前几章分析过的典型粟特贸易背景中理解，而要在粟特商业、政治精英融入突厥等级制
度的背景下进行思考，而且将突厥凭借武力得到的中国丝绸纳入考虑当中。粟特商业网向西方的发展
，完全得益于突厥丝绸的获得以及粟特军事和商业精英在经济上的暴利，即在没有成本的情况下，将
丝绸运至遥远的中亚北部。公元7世纪，突厥帝国分裂为敌对的两方，改变了由突厥—粟特社会背景
下中国丝绸运往西方的局面。再也没有拜占庭文献能让我们了解这段时期商业网的另一端究竟发生了
什么。中原王朝的岁贡并未停止，而是分散到各个自封的可汗手中。西突厥从中也分到了一份。与此
同时，粟特人又找到了其他的获利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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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商人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魏义天和他的老师葛乐耐IFGrenet，法国主持阿富汗考察队工作的伊朗宗教学专家1一起多次到乌兹别
克斯坦进行考察，他的书中包含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信息。而且他还精通伊斯兰史料，这是其优势，同
时却是日本学者的弱势。——日衣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森安孝夫教授《粟特商人史》是法国魏
义天先生精心撰作的新著，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作者立足于粟特城邦的独特性，放眼欧亚大陆的社
会变迁，运用分析与综合并举的方法，构拟出粟特商业网络从四世纪到十世纪的盛衰图景。熔旧学和
新知于一炉，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可以说，“昭武九姓”的商胡面貌，因魏氏此书而更加清晰、
多彩和壮观了。——中山大学历史系蔡鸿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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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商人史》

精彩短评

1、面面俱到却点到为止，可以看看。梳理了粟特人的来源，商路，中原聚点，商业竞争对手等，蛮
有意思的，不过本书最大的惊喜是三分之一都是参考资料。当你沐浴着午后阳光，指尖翻动书页，准
备阅读下一章时，会突然脱口而出：“卧槽这就没了？” 
2、材料本身很匮乏，对材料的处理也比较审慎。有索引。关于安禄山，之前看陈凌著《突厥汗国与
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据W.B.Henning的意见，将安禄山小名”轧荦山“以为是粟特语rwxs``n
音译，意为光明，词义没错，陈辨析此处roshan该为”禄山“的出处，此意魏著2002年（法文版）已
提及，陈著进一步认为轧荦乃yaruq 意为”光明“，山乃san，意为”儿童“。两书均提及蒲立本1955
对旧唐书本身的异议。
3、此书内容详实，作者叙述严密且语言诙谐，是一部不错的学术著作。
4、久闻此书，今日拜读，从中获益不浅
5、对业余爱好者很难读呀，地理，语言都是障碍。有趣的部分不少，记几点备用。1.安史之乱是转折
点。2.阿拉伯人征服后双方的互动很有意思。3.海运兴起与内陆交通的衰落。4.感觉时间上应该在后延
一些，把更长时段粟特人的继任者放进来，会更有意思。
6、书的内容很丰富，但是翻译太差了，果断去翻英文版。
7、难得的好书，材料捋得很清楚，观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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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商人史》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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