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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内容概要

中古时代来华的商胡贩客，其中最持久而活跃的族类，就是被称为“九性胡”的粟特人。作者以文献
、文物和文书为依据，从历史深处揭示了他们在经济、政治和宗教生活中的独特作用，令人耳目一新
。粟特聚落是全书论证的基点和重点。在作者笔下，群体的结构化和分布的网络化，形成一片富有异
彩的景观。不仅再现了粟特聚落的历史面貌，而且使胡汉交融的考察更具体化也更理论化了。同时，
此项研究不仅仅是考证文化交流中早已存在的有趣史实而已，也将为人们今天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跨
文化问题提供某种启示。

Page 2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作者简介

荣新江，男，1960年生于天津。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副会
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唐研究》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编委、《中国学术》学术
委员会委员。2013年受聘新疆师范大学“天山学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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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书籍目录

序（张广达）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代前言）
第一篇  胡人迁徙与聚落
1.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
2.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
3.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
4.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
第二篇  胡人与中古政治
1.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
2.胡人对武周政权之态度
3.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
4.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
5.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
第三篇  “三夷教”的流行
1.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
2.粟特祆教美术东传过程中的转化
3.《释迦降伏外道像》中的祆神密斯拉和祖尔万
4.《历代法宝记》中的末曼尼和弥师诃
5.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
第四篇  汉唐中西关系史论著评介
1.赫德逊《欧洲与中国》
2.D.D.Leslie和K.H.J.Gardiner《汉文史料中的罗马帝国》
3.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
4.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5.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
6.《中国与伊朗：从亚历山大到唐朝研究论集》
7.富安敦《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
8.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
9.E.Knauer《骆驼的生死承载——汉唐陶俑的图像和观念及其与丝路贸易的关系》
10.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
11.森安孝夫《回鶻摩尼教史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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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精彩短评

1、荣新江老师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其中最大的亮点是使用了大量的新发现资料以及粟特语原始资料
，从而在以前基于敦煌吐鲁番资料的研究上有一定的突破。
2、有几篇文章特别有启发，关于安禄山那篇又很八卦，有知识有八卦，你还要什么呢！
3、对细节的考证极其精到，叙述出来又特别简单易懂。只是不成体系，这应该跟中西交通的史料本
身的零碎性有关吧。
4、剛好在MFA看到Sogdian的石棺園林宴飲圖，原來是粟特人的藝術，恰好此書為我解惑。對中西交
通西域民族的研究太過艱深，竟然無言以對。#2015緩緩讀#056
5、专业书，论文数据初步啃起来非常费劲，但是入了门读进去就好。
6、一带一路嘛（误 =。=
7、涨姿势
8、虽未涉此学，读也甚益
9、同一条笔记记了两遍
10、三联文史新论的一种
11、新年第一本书，千辛万苦买到的
12、历史是流动的真不假
13、要政治变革的时候，拉拢少数民族总是没错的。所以安史之乱从太宗和武皇时期就可以究原因了
。很不幸的是，这个能导致亡国的政治传统居然沿袭至今。
14、打擂台的论文集老文章。
15、粟特人的情况占了很大的部分，后面有好多篇书评，收获很大。
16、解了不少惑。太学术的部分略过。
17、对于中国古代西域诸国历史感兴趣的人真是不错的书，三联又是品质的保证，纸质也非常舒服，
图文并茂非常考究。
18、论文+书评合辑，有三篇谈到景教，用到其中两篇，另一篇没有针对“移鼠弥师诃”这一称谓本
身做什么文章（林疑《序听迷诗所经》为伪作的一篇举证说抠起字眼“移鼠”不似什么敬称，也不是
很有说服力）。荣老师研究的粟特人、高昌王国、归义军，都好“国际范儿”。
19、也成了机场才读书一族...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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