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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
、

和田与中国的康香

王 丹

内容提要 我国使用赓香的历史大约已有两千年
。

波斯不出产秦香
,

但波斯人至迟在萨珊王朝

已开始使用察香
。 “
和田的秦香

”

在波斯久负盛名
,

一般波斯人也以为和田盛产察香
。

事实上
,

这

些所谓
“

和田的察香
”
大都并非出产于和田

,

而是从中国的关中地区
、

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等套香

的产地通过
“
河西路

” 、 “

青海路
”

等丝绸之路传到和田
,

再输人波斯的
。

和田是磨香从中国向西输

出的重要集散地
。

中国的赓香很可能在萨珊王朝时就已传入波斯
。

关键词 丝绸之路 中西交通史 香药贸易 河西路 青海路 和田 赓香

我的诗在法尔斯我的故 乡
,

像添香在和田本属寻常
〔” 。

—
波斯诗人萨迪 (S a ‘

di ) 《果园》

如果浏览一下波斯的古典诗歌
,

我 们 会 惊 奇于察香与和田的非常密切的关系
。

就像中

国的丝绸一样
,

和田的察香在波斯也久负盛名
。

波斯有一句谚语称
、

“
带上赓香去和田

” ,

意为
“多此一举” 。

在波斯人的心 目中和田如何盛产赛香
,

由此可见一斑
。

波斯本土不产赓香
,

但波斯人喜爱用赓香则由来已久
。

((I 日唐书
·

西戎传》 记载
: “ (波斯

国) 俗事天地
、

日月
、

水火诸神
。

西域诸胡事火袄者
,

皆诣波斯受法焉
。

其事神以赓香和苏

涂须
、

点额
,

及于耳
、

鼻
,

用以为敬
,

拜必交股
” 〔”

。

《新唐书
·

西域传》 亦有类似的记述
:

,’( 波斯 ) 俗尊右下左
,

祠天地
、

日月
、

水火
。

祠夕
,

以磨揉苏
,

泽耐
、

颜
、

鼻
、

耳
。

西域诸

胡受其法
,

以祠袄
” 〔“’ 。

从上下文来看
,

两 《唐书》 所称的波斯
,

无疑是指阿拉伯人入侵之

前的奉袄教 (拜火教 ) 为国教的萨珊帝国 (公元 2 24 一65 1年)
。

这就是说
,

在萨珊王朝时赓香

已传入波斯
,

并被当作最为贵重的香料
,

用在宗教仪式中
,

以示对诸神的虔敬
。

然而
,

波斯人如此称赏的赓香是何物品
,

它是否由中国传入波斯
,

与和田又有着什么关

系呢 ? 对此
,

本文分
“
秦香在中国

”、 “波斯人有关寮香的记载和论述
”、 “和田与赓香的关系

”

三章
,

加以论述
。

一
、

璐香在中国

如所周知
,

在我国
,

赓香是珍贵的药材和香料
,

它是一种叫做
“
察

” 的动物的体内分泌

物
。

赓
“
似鹿而小

,

无角
,

黄黑色
” 〔今】

。

据 《中国药用动物志》 介绍
,

赓又名
“
香樟子

” , ‘

我

国境内有
“
原磨

”、 “
马宾

”
和

“
林赓

”
三种 [ 5 ]

。

原磨多产于黑龙江
、

吉林
、

河北
,

马赓多生息

在青海
、

西藏
、

甘肃
、

四川
、

云南
,

林弃则广泛分布于新疆
、

青海
、

西藏
、

甘肃
、

宁夏
、

陕

西
、

山西
、

湖北
、

四川
、

贵州等地
。

磨是一种山地动物
,

栖息于针叶林和针叶
、

阔叶混交林

的多岩石地带
,

以针
、

阔叶树和灌木的叶子
、

嫩枝以及各种野果
、

地衣
、

杂草等植物为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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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的视觉
、

听觉和嗅觉都很灵敏
,

性怯
,

善跳跃
,

能在险峻的山岩及寒冷的雪地上行走
,

一

般是白昼休息
,

晨昏活动
。

在雄察的
.

脐部与阴囊之间有察腺
,

呈囊状
,

即是香囊
。

察香为雄

靡香囊中的分泌物
,

新鲜时呈稠厚的黑褐色软膏状
,

干燥后成为棕褐色细小粉末及大小不同

的块状颗粒
,

俗称
“
当门子

” 。

除了气味芳香以外
,

赓香作为药物
,

具有活血散痕
、

催产止痛

等功效
。

现在
,

察已被我国政府列为国家珍贵保护动物
,

而人工养察在我国也已获成功
。

获

得赓香
,

有擂猎取香和人工养育取香两种方法
。

中国古代对赓香的记述
,

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 2
、

3 世纪的战国
、

秦汉时代
。

大约著作于

战国至西汉的地理学书籍 《山海经
·

西山经》说
“ (翠山) 其阴多施牛

、

羚
、

赓
” ,

郭璞注
“
寨

似璋而小
,

有香,,t
“]

。

此书记翠山远在华山之西
,

可谓第一次言及赓的产地
。

在文字学书籍

方面
,

西汉初期学者缀辑周代以来诸书旧文增益而成的解释词义的专著 《尔雅》 说
“
赓父庙

足
” ,

郭璞注
“
脚似庸

,

有香 ,,r
’J

。

东汉许慎 所 著字 书 《说文解字》 则说
“
察如小糜

,

脐有

香,,[
“’

。

在历史学书籍方面
,

南朝初期范哗所著 《后汉书》记载
: “
冉猫夷者

,

武帝所开
,

元

鼎六年 (公元前 1 11 年 ) 以为议山郡
。

”
·

⋯其山有六夷
、

七羌
、

九氏
,

各有部落
。
“

一有灵
羊

,

可疗毒
。

又有食药鹿
, ·

“一又有五角羊
、

寮香
, ·
“⋯特多杂药 ,,[

’ ]
。

汉代的议山郡包括今

四川省北川
、

议川
、

茂泣羌族自治县等地
,

即所谓羌夷地区
。

众后汉书》的记载进一步指出察

香的产地
,

似乎也说明它可供药用
。

磨香作为药材
,

在我国大约已有两千年的历史
。

世界上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

(以下简称 《本经))) 是一部集秦汉以前药物知识之大成的著作
,

它的成书年代至迟应在公元

l
、

2 世纪的汉代
〔10]

。

这部作品对察香的药性作详细的分析说
: “
赓香

,

味辛
、

温
,

主辟恶气
,

杀鬼精物
、

温疟
、

蛊毒
、

病痊
,

去三虫
,

久服除邪
,

不梦察魔寐
” t川

。

南朝陶弘景曾著 《名

医别录》
,

作为对 《本经》 的补充
,

指出赓香
“
疗诸凶邪鬼气

、

中恶
、

心腹暴痛
、

胀急痞满
、

风毒
、

妇人产难堕胎
,

去面瓤
、

目中肤翁
,

通神仙
” ,

并特别提到赓产于
“
中台川谷及益州

、

雍州山中
,

春分取之
,

生者益良
” [12 ] 。 陶弘景又撰有 《本经》 的集注

,

其中关于套的记述更

为丰富
:

宾 形 似捧
,

常食柏叶
,

又橄蛇
。

五月得香
,

往往有蛇皮骨
,

故脚香疗蛇毒
。

今 以蛇脱皮裹套香弥香
,

则是相

使也
。

其香正在察由茎前皮内
,

别有膜裹之
。

今出随郡
、

义 阳
、

普熙
,

诸蛮中者亚之
。

出益 州者形扁
,

仍似皮膜

裹之
。

一子真香
,

分裸作三 四子
,

刮取血膜
,

杂 以余物
。

大都亦有精粗
,

破看‘片
,

毛共在裹中者 为胜
,

彼人以

为志
。

若于请羌夷中得者
, ; 多真好

,

烧当门沸 良久
,

即好
。

今惟得活者
,

自看取之 , 必 当全其尔
。

生香人云是精
、

溺挽作之
,

殊不尔
。

弃X 月食蛇
、

虫多 ,
‘

至寒香消
,

入春息急痛
.

自以脚别出之
,

若屎溺中砚之
,

皆有常处
,

人

有遇得
,

乃至一 斗五升也
。

用此香乃胜杀取者
。

带弃非但 香
,

亦辟 恶
。
以真者一 子里甄间枕之 , 辟恶梦及尸庄鬼

气
。 l: : ]

上述文中虽不无迷信之处
,

但对赓的习性
、

产地及赓香的形成
、

.

药效的介绍已相当全面
、

详

细
,

可称十分难得
。

此后唐
、

宋
、

元
、

明各代对赓香的认识都是以此为基础而加以发展的
。

晋代葛洪所著 《抱朴子》提到赓香的另一种药用
: “
或向隐居山泽辟蛇蝮之道

, “
一以猪

耳中垢及赓香丸著足爪甲中
,

皆有效也
; 又赓及野猪皆咬蛇

,

故以厌之也,,[
‘弓’。

南朝刘宋时
,

雷毅在其所著 《雷公炮炙论》 中将赓香分为三等
.

: “
一者名

‘

遗香
’ ,

是赓子脐门满
,

其赓自于石

上用蹄尖弹脐
,

落处一里草木不生并焦黄
,

人若收得此香
,

价与明珠同也
;
二名

‘

脐香
’ ,

采

得甚堪用 ; 三日
‘

心结香
’ ,

被大兽惊心破了
,

因兹狂走
,

杂诸群中
,

‘

遂乱投水
,

被人收得
,

攀

破见血流在脾上
,

结作一大干血块
,

可隔 山涧早闻之香
,

是香中之次也
” 【, ‘, 。

庸代以后
,

人们对寮香的认识不断 丰 富
。

《酉阳杂艰
·

草篇》说 .’’瓜
,

晋香
,

香中尤忌



赓
” 亡’6〕 ,

最早记录了古人对瓜畏赓气的认识
。

书中还有一段关于
“水察

”
的记述

: “水赓脐中

推水
,

沥一滴于斗水中
,

用洒衣
,

衣至败
,

其香不歇
。

每取以针刺之
,

捻以真雄黄
,

则合
,

香气倍于肉察
。

夭宝初
,

虞人获诏养之
” “ , ] 。

宋代唐慎微著于元符六年 (公元 10 9 8年)
、

后又经政府医官多次增补并定名为《政和经史证

类备用本章》(以下简称《政和本草))) 一书
,

不仅详细录有以赓香人药的各种方剂
,

还大量引用

了前人有关赓香的记述
。

例如
,

《政和本草》 引唐人甄权 《药性本草》 而指出察香忌大蒜
〔’B , ,

又引 《杨文公谈苑》而介绍察的习性说
: “
公常言商妆 d

_

r中多群赓
,

所遗粪常就一处
,

虽远逐

食
,

必还走之
,

不敢遗迹他所
,

虑为人获
,

人反以是求得
,

必掩群而取之
。

赓绝爱其脐
,

每

为人所逐
,

势急即投岩
,

举爪剔裂其香
,

就繁而死
,

犹拱四足保其脐
。

李商隐诗云
‘

投岩赓

退香
’ ,

许浑诗云
‘

寻赓采生香
, ” t19 〕

。

查 《新唐书
·

地理志》
,

唐代在全国十个道之中
,

关内道的五个州
、

河南道的一个州
、

河

东道的三个州
、

河北道的四个州
、

山南道的九个州
、

陇右道伪九个州
、

剑南道的十四个州都

以察香为土产品
,

向朝廷进贡 [20 l 。

由此可见
,

当时赓香的产地似乎已遍及今陕西
、

甘肃
、

宁夏
、

内蒙古
、

河南
、

河北
、

一

山西
、

安徽
、

辽宁
、

四川
、

湖北
、

青海
、

新疆
、

云南等省和 自

治区的某些地区
。

《政和本草》 弓!用苏项等撰于来嘉佑六年 (公元 1吞6 1年 ) 的 《本草图经》
,

就

察的产地对前人所著医药学书籍的记述加以补充说
“
今陕西

、

益 (州)
、

利 (州)
、

河东诸路山

中皆有之
,

而秦州
、

文州诸蛮中尤多
。 ·

一薪
、

光山中或时亦有,,[
2 月 ,

大体上与上述 《新唐

书
·

地理志》 的记载相符合
。

《本草图经》 也分赓香为三种
,

一是
“生香

” ,

即雷教所谓
“
遗香

” ;

“二是脐香” , “乃捕得抓取者 ,,l 三是
“心结香

” ‘2 2 , 。

到了明代
,

李时珍于万历六年 (公元士578 年) 完成 《本草纲 目》 的巨著
,

其中对前人有

关赓香的知识作了全面的总结
,

并提出许多新的见解
。

对于 “
赓

”
的名称的由来

,

李时珍解

释道
: “
赓之香气远射

,

故谓之赓
。

或云赓父之香来射
,

故名
,

亦通
。

其形似璋
,

故俗呼香樟
。

梵书谓赓香日莫诃婆伽
” 。

这位医药学大师指出
: “
磨居山

,

璋居泽
,

以此为别
。

赓出西北者香

结实 ; 出东南者谓之土赓
,

亦可用
,

而力次之
。

南中灵猫囊
,

其气如赓
,

人以杂之” 。

他归纳

赓香的药性为
“通诸窍

,

开经络
,

透肌骨
,

解酒毒
,

消瓜果食积
,

治中凤
、

中气
、

中恶
、

痰

厥
、

积聚瘫寂
” [23 , ,

可谓周详
、

明确而扼要
。

如本文开头所说
,

磨香既是优良的药材
,

又是绝好的香料
。

作为香料
,
察香也很早就被

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
。

《抱朴子》 说
: “
若夫王孙公子

,

优游贵乐
,

婆婆绮执之闲
,

不知稼稿之

艰难
,

目倦于玄黄
,

耳疲乎郑卫
,

鼻厌乎兰磨
,

口爽于膏粱
” [切

。

十分明显
,

至迟在公元 3
、

4 世纪的晋代
,

察香与兰花已同为香料的最重要代表
,

而 “
兰

” 、 “
赓

”
并举则成为文人们形

容馥郁芬芳的普遍习惯
。

例如 《抱朴子》 又说
: “昔者西施心痛而卧子道侧

,

姿颜妖丽
,

兰察

芬馥
,

见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
,

莫不踌躇蔫
” 〔2‘’ 。

《晋书
·

石崇传》也说
: “
崇尽出其脾妾数十

人以示之
,

皆蕴兰赓
,

被罗毅
” 〔26]

。

在诗人们的笔下
, “
兰赓

”亦屡见不鲜
。

南朝鲍照《中兴歌》

云 “彩挥散兰察
,

凤起自生芳
” 〔川

,

便是众所周知的一例
。

由于赓香是绝好的香料
, “
赓

”
字遂成为香气的代名词

。

唐 代 王 勃说
“
研精赓墨

,

运思龙

章
” 【28 , ,

陆龟蒙说
“
望怀沙之浦

,

抹遗襟之词
,

烟分而磨墨犹湿
,

绮断而龙刀合知
” ‘绷

,

所

说 “
察墨

”
指的便是香墨

。

事实上
,

据宋代晃氏 《墨经》所记
,

三国时代的韦诞 (字仲将)

和北魏的贾思超早已用赓香为药剂
,

掺人墨中
〔30J

。

古人往往还使用可以佩带手身上的赓香袋
,

称之为
“

赓膝
” 。

例如
,
《南齐书

·

竟陵文宣

8 Q



王萧子良 (附子昭 青) 传》 说
: “子 良故防阁桑修为梅虫儿军副

,

结前巴西太守萧寅
,

谋立昭

宵
。 ·

一履同党王山沙虑事久无成
,

以事告御刀徐僧重
。

寅遗人杀山沙于路
,

吏于察滕中得

其事迹
,

昭胃兄弟与同党皆伏诛
” [川

。

一个小小的赓香绳在官僚们的政治争斗中竟起了如此

重大的作用
,

其事虽属偶然
,

却也足以说明廖香之广被使用
。

此外
,

《酉阳杂姐》 还提到一种

称为
“
赓橙

”
的物件说

: “晋时有徐景
,

于宣阳门外得一锦廖橙
,

至家开视
,

有虫如蝉
,

五色
,

后两足各缀一五株钱
” 〔“月

。

此事虽然怪诞
,

却说明了
“
察橙 , 为当时人们所常备

。

宋代陆游

诗中还提到一种
“
赓枕

”
说

: “
赓枕何曾被梦恶

,

玉壶空解贮啼红 ,,[ s31
。

可见古人使用赓枕
,

正是出于对陶弘景所说以赓香
“
置颈间枕之

,

辟恶梦及尸痊鬼气
” 的传承

。

总之
,

如上所述
,

“
察膝

” 、 “
廖橙

” 、 “
赓枕

” 之类物品的存在
,

确实反映 了自两晋至唐宋时期贵族官僚阶层使

用赛香的凤尚之盛
。

二
、

波斯人有关弃香的记载和论述

本文在前面已经说过
,

波斯本土不产赓香
,

而波斯人却在萨珊王朝时就已使用赓香
。

赓

香何时 由境外传人波斯
,

史籍缺乏记载
。

中国两汉以来许多史学家对波斯国 (或称安息 ) 的

情况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均有所记述
,

厉代史书交相沿袭并多有增补
,

却都未述及廖香
。

成书

于十世纪中叶的 《旧唐书
·

西戎传》首次记述了波斯人
“
以赓香和苏涂须

、

点额
”

之事
,

这

是因为唐代中国与萨珊朝波斯的交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

中国人对波斯情况的了解因而显得

更为详细
、

丰富
,

决不能由此认为唐代之前波斯人一定不 曾使用寮香
。

根据亨利玉尔 (H
.

Yul e) 《古代中国闻见录》 所述
,

公元 440 年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 )

以后不久
,

亚美尼亚史学家摩西 (M os es of C h o , en e ) 著成 《史记》 一书
,

书 中记 中 国事

情
,

已提到
“
其国产丝甚旺

, ·

一又产赓香
、

红花
、

棉花
、

孔雀
” 。

亨利玉尔指出
,

摩西 此

书之取材
,

或许是根据更早的著作家
「”毛,

。

亚美尼亚地处波斯之西北
,

在安息
、

萨珊两朝时

曾长期沦为波斯的属国
,

其与波斯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 当时中国与亚美尼亚之间的交住多

是经过波斯的境域
,

著名的丝绸之路便是由中国的长安经西域各地
,

穿越波斯全境而至亚美

尼亚
,

再远至罗马的
。

因此
,

可以推想
,

在摩西 《史记》 著成之时
,

波斯人不仅早已听说过

中国的赓香
,

而且很可能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这种珍贵的香料而加以使用
。

虽然波斯人本

身对于赓香的记载始见于萨珊王朝灭亡后的文献中
,

但从摩西的 《史记》 和中国 《旧唐书》

的记载看来
,

萨珊时期的波斯无疑早已获得并使用察香
,

而且很可能是中国产的秦香
。

回历 4 世纪 (公元 10 世纪 ) 阿拉伯人麻素提 (Mas
产n d l) 所著 《黄金牧地》 一书

,

也有

关于赓香的记载
。

麻素提在此书中描绘宾的形状说
,

察与别的鹿科动物在面部
、

颜色
、

形状

和特角方面没有区别
,

唯一木同的是寮像大象一样有两颗牙齿长出 唇 外
,

约 有 一 作 那 么

长臼 5〕
。

他还详细叙述了赓香的形成过程
,

并说西藏人获取赓香的方法一是采得生香
,

二是捕

猎取香
。

应该指出
,

寐素提虽是阿拉伯人
,

但 《黄金牧地》 在波斯却是一部很有 影 响 的 著

作
。

耐人寻味的是
,

此后千余年间
,

波斯人对察及察香的认识虽然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丰

富
,

但他们对
“
赓无角

” 这一点却似乎始终毫无所知
,

直至本世纪编撰的最权威的百科大词

典 《德胡达词典》 在介绍察的形状时也还是引用 《黄金牧地》 的描述 而 未 指 出 其 谬 误 之

处〔洲〕
。

有名的 《阿难德拉治词典》 (成书子回历 1 3 0 6 年
,

即公元 1 8 8 8 年 ) 甚至这样沿用前

人关于赓的描述说
: “它的前肢比后肢短

,
.

有两颖杀斜向下的门牙
,
它的角是白色弯曲的

,

长得可以碰到臀部
,

上边有小孔
,

用来呼吸空气
” [3 7〕

。

这说明
,

由子波斯本土 自 古 不 产

寮
,

而寮香又长期为波斯人视为珍贵的物品而使角
,

’

所以察遂成为一种神秘的动物而被描绘



得奇形怪状
,

弓!起人们对它的不同寻常的兴趣
。

《伊朗文明》杂志第 15 期刊登了两篇专门介绍香料的文章
。

一篇是回历 4 世 纪 (公元

10 世纪 ) 伊朗名医曼德维耶
.

伊斯法罕尼 (M a
nd vi y。一ye Is fa h 巨n 劝 用阿拉伯文 写 的 《论医

学原理和香料制作》 [3 8〕
,

另一篇是年代稍晚的佚名作者所著波斯文的 《阿拉伊香谱》 [39 〕,

后者基本上是对前者的翻译和引述
。

这两篇文章对察香的种类
、

产地及各自的特点都有详细

的论述
。

此外
,

雅库比 (Y a / k n b i) 的 《阿巴斯人史》 (公 元 875 年 前 后 )〔40 二
、

阿 维 森 那

(I b n ~ ” S i n “) 的 《医典》 〔41 〕(成书 于回历 4 14 年
,

即公元 1 0 2 3 年)
、

阿布
·

曼苏尔
.

哈 尔维

(A b n M ans 公一e H a ra vi ) 的 《药物学 大 纲》〔42 〕(作于回历 5 世纪初
,

相当于公元 11 世纪 )
、

伊斯玛伊尔
·

哈桑
·

朱尔占尼 (I s m “‘11 H as an 一 e Jur j“ni ) 的 《花刺予模 国 王 的 宝 库》以
3〕

(作于回历 5 0 4 年
,

即公元 i 一1 0 年 )
、

伊本
一

巴伊塔尔 (Ib n A I一B ay t昆r
,

公元 1 1 9 7 ? 一 12 4 8

年 ) 的 《药草志 》 〔‘4] 等著 作也都有关于赓香的记载
。

另外
,

公元 1 8 4 4 年印度加尔各 答 出

版的阿吉利
.

霍拉桑尼 (A g h ll 卜ye K h or 巨s孟nI ) 的 《药物宝库》 一书对赓香的记载也很有价

值〔4 5〕
。

至 于 今人谈及磨香的著作
,

则有曼努切赫尔
.

艾米力 (M a n助h ehr A m i r l) 所著《药

物疑难词典—
对<药物学大纲>的研究》仁4们和 穆 罕默德

·

阿巴第
·

巴威勒 (M oh a m m ad A b -

刊 i B初 11) 所著 《奇珍异宝录—伊斯兰教城市及附近地区的物产》 [4 了〕等
,

可供参考
。

根据上述各种文献的记述
,

输人波斯的宾香大致有南
、

北两个来源
:

北路是从秦和突厥

斯坦 (有时又称契丹与和田 ) 输入
,

南路是从印度
、

尼泊尔等地输入
。

此外
,

介于南
、

北之

间的西藏地区所产的寡香在波斯也很有名
。

事实上
,

阿吉利
·

霍拉桑尼在 《药物 宝库》 中就

指出
: “

察生息在秦
、

契丹
、

西藏
、

突厥斯坦
、

库特康拉以及尼泊尔
、

巴赫莱治
、

穆朗
、

朗

普尔这一片广阔地域上互相连接的群山之中
,

人们从这些山地把察香带往世界各地
。

例如孟

加拉的赓香得自穆朗
、

朗普尔和尼泊尔的山中
,

伊朗
、

霍拉桑和罗马的磨香则从秦
、

契丹和

西藏而来
,

或从陆路
,

或经海路
” [4 幻

。

霍拉 桑尼又说
: “

按产地分
,

最好的赓 香 是 契 丹

的
,

其次是西藏的
,

其次是库特康拉的
,

其次是尼泊尔的
,

再其次才是其它地方的
。
“

一有
人把赓香分为印度产的和突厥产的两种

,

突厥产的胜印度产的
。

突厥产的又分几种
,

其中契

丹产的胜鞋靶产的 (鞋粗产的略有奥味 )
,

糙鞍产的又胜其它的
, 印度产的赓香之中

,

尼 泊

尔产的最好
,

其次是朗普尔产的
,

然后是其它的
。 ” [4 9]

对察香产地的分类
,

各家说法不一
。

雅库比说
: “最好的赓香是吐蕃察香

,

其次是粟特

廖香
,

再其次是中国赓香
。

中国最好的察香来自广府 (K h“nf 的 “

一
” 〔50 〕

。

阿 维 森纳说
:

“
据说最好的廖香产于西藏

,

又据说产于秦和吉尔吉斯
,

印度产的次之
。 ” 〔51 〕《论 医 学原

理与香料制作》 和 《阿拉伊 香 谱》 则 把察香分为八 种
,

它们分别来自
: 1

、

秦
; 2

、

西藏
;

3
、

图斯米
, 4

、

尼泊尔
, 5

、

契丹 ; 6
、

吉尔吉斯
; 7

、

克什米尔
, 8

、

海上
。

两文 的 作 者 认

为
,

八种之中以来自秦的最为名贵
、

芳馥
,

多属王室所有
,

常人难得 见 到〔52〕
。

他们所称来

自
“
海上

” 的一类察香是指经过
“
地中海

、

阿曼湾或别的海域
、

河流
” 传 人 的 [5 3〕

。

《花刺

子模国王的宝库》中的分类与上述 两 文 相 同〔“〕
。

但是
,

纳西鲁丁
·

图西 (N as i r 一od d ; n 一e

T俪功 所著 《伊儿汗的珍闻录》 (著于回历 7 世纪
,

即公元 13 世纪 ) 则认为 “最好的察香是

和田产的
,

其次是西藏的
、

鞋粗的
、

吉尔吉斯的和克什米尔的
,

海上来的最差
,

因为海面蒸

发的水气减损了它的 药力
” 〔5 5 ]

。

尽管分类的方法不一
,

但都不出阿吉利
·

霍拉桑尼在 《药

物宝库》 一书中所指的地域范围
。

长期以来
,

波斯人对鉴别寮香的真伪积果了丰富的经验
。

例如
,
《药物宝库》说

:

吕2



试验醉 香的方法
,

可以在手掌中放一小块醉香
,

抹上唾液
,

醉香若化开就是真品
,

若成团则有掺假
, 亚里斯多德

(A ri 毗。t己le s ) 说 纯 秦香细研后里于有体液的容器 中
,

一小时后其重量便会增加
。

另一种试验方法是将容器置子

火
_

L
,

撒少许醉 香子其中
,

若发 出芳 香气味
,

就是真的
,

反之 则假
。

还有一种方法是取一枚针先蒯一下蒜
,

再刺一下

脚香
,

闻一闻针头
,

若发 出蒜味便是假察香
,

若 发出香味则是上好的真 品
。

〔5 6」

又如
,

12 世纪时阿拉伯人阿布尔一法德尔
·

贾法尔 (A玩
‘ 1一Pa dl Dj

a ‘
ra r ) 在其 所 著 《鉴别

好坏商品和伪造仿制商品须知书》 (1 17 5 年)中说
:

在那些药品之 中
,

最常见的伪造或仿造 品是赓香
。

如果是用瓶装
,

那就必须检查一 下封 口的印鉴
,

并仔细观察上

面作标 记者是否是一位诚实可靠之辈
。

然后再打开一下容器
,

查着其 颜色是否呈淡红色
,

气味是否浓郁而宜人
,

昧道

是否有一定的苦涩
。

因为在吃寮香时
,

苦味也并不特别强烈
。

首先要检查秦香囊的外部
,

然后再打开鉴定其内部
。

人

们经常要往秦囊 中投放 铅和铁
,

或者是先取其中的部分醉香
,

这一混合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非常难 闻的气味
。

〔5 7〕

总之
,

波斯是一个喜爱香料的民族
,

由于长期需从境外输入寨香
,

遂使波斯人及其临近

的阿拉伯人对 识别赓香的产地及其真伪给予格外的重视
。

波斯出产许多著名的香料
,

也重视香料的制作
。

《阿拉伊香谱》 的作者便用很大的篇幅

专门介绍了用赓香与其它香料 (如龙涎香
、

沉香
、

樟脑
、

蕃红花等 ) 制作合成香料的方法 ,

14 世纪的努韦理 (N O w ay r i) 在 《香料的制成》一文中更是不厌其详地记述了用赓香与珑拍

制作复合香料
“
噶利亚

” 的 过 程〔5幻
,

显示了波斯人民在制作香料方面具有丰富而独特的经

验
。

三
、

和田与寨香的关系

从波斯的许多古典诗文的记述看来
,

在输人波斯的赓香中
, “

和田的察香
” 可以说是最

有名的
,

波斯人甚至称赓为
“
和田之鹿

” 。

但是
,

在中国方面
,

我们遍查述及和田的各种史

书文籍
,

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与赓香有关的记载
。

那么
,

和田与赓香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

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一带
,

是汉代西域的于阂国
。

如所周知
,

和田素以盛产美

玉和精致的丝织品而闻名
。

《汉书
.

西域传》 记载
: “

于闻国
,

王治西城
,

去长 安 九 千 六

百七十里
。
”

一于阂之西
,

水皆西流
,

注西海 , 其东
,

水东流
,

注盐泽
,

河 原 出 焉
;
多 玉

石柳5 91 。

据调查
,

和田的玉石产于城东的玉龙喀什何和城西的喀拉喀什河两处
,

自古就很有

名
。

考古学家们断定
,

早在公元前 2 世纪的西汉
,

中原的王公贵胃们就已大量使用以和田所

产玉料制成的各种玉器了〔60 〕
。

和 田 的桑蚕最初则是从东方传人的
。

据 《大唐 西 域 记》记

载
,

东晋恭帝元熙元年 (公元 419 年)
,

东方邻国的公主下嫁于闻国
,

将蚕种 秘密藏在帽内

携带到于闻
,

从此以后于闻才种桑
、

养蚕
,

并纺丝 织 绸〔6 1 1
。

190 0 年
,

英国人斯坦因 (A
.

St ein ) 在和田附近的丹丹鸟里克遗址 (属公元 8 世纪 ) 中发掘出的一块画版所反映的内容也

与上述这个故事相 吻 合L6 幻
。

其实
,

养蚕业至少在公元 3 世纪的魏晋时代就已传人和田
。

斯

坦因于 19 01 年和 19 0 6 年在和田以东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两次考古发掘中都发现了古代桑园的

遗迹
,

根据出土的法卢文文书可以推断
,

遗址的年代属于公元的最初三个世纪间
,

当时这里

为精绝国所 统 治〔63 〕
。

劳费尔 (B. Lau f e r ) 认为
,

在萨珊朝末年
,

养蚕抽丝的方法还经由于

闻向西远传至波斯 , 4]
。

然而
,

如前面所说
,

自古迄今
,

中国的书籍却毫无关于和田产赓香的记述
。

从清代所编

《和 田直隶州乡土志》 的各方面的记述来看
,

和田是一个物产丰饶的地方
,

除玉石不论
,

每

年出产大量棉布
、

丝绸
、

毛毯
、

皮货和桑皮纸等 商 品〔65]
,

但不包含赓香
。

《乡土志》所记

和田的家畜有羊
、

马
、

驴
、

牛
、

骆驼
,

而野兽则只说以孤与山羊为多
,

没有提到赓或别的野

失 动 物[6 6〕
。

遍查和田附近的皮山
、

洛浦
、

子阂等县的 《乡土志》
,

也都没有关于赓和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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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载 [ 6 7 :
o

值得注意的是
,

波斯人萨米 (S , m l) 一百多年前在其所著 《突 厥名物词典》 一书 中 却

提到
: “和田是东突厥斯坦的一座名城

,

这里的百姓巧于纺织
,

丝绸和棉布贸易很繁荣
。

和

田的特点之一是在它附近的山野上有察群出没
,

自古以来这个地区就以输出赓香闻名于世
。

⋯⋯ 由于和田位于古代中国与伊朗贸易交通的要道上
,

因此也以商业繁荣而 闻 名
” [ “8〕

。

和

田地处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部
,

南抵昆仑山
,

与西藏相邻
。

在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之间的广

阔高原上
,

生长着众多的野生动物
。

据 《中国药用 动 物 志》 所记
,

新疆
、

青藏 高原 都 产

察〔““〕
。

《西北自然地理》 一书则更具体地指出
,

我国西北产察的地域有昆仑山
、

祁连山
、

青

海湖
、

贺兰山和秦岭 等 地 [7 0 〕
。

因此
,

尽管中国古代和近代文献中没有关于和田 产 廖 的 记

载
,

但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和田附近地区产廖的可能性
。

但是
,

和田与察香的关系看来远不 止于此
。

中国自公元前 2 世纪后期汉武帝遣张赛两度

出使西域
,

开辟了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以后
,

中原与西域诸国及印度
、

波斯的交往便 日益频

繁起来
,

而子闻则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
。

《汉书
。

西域传》记载
: “

自玉门
、‘

阳 关 出

西域有两道
。

从都善傍南山北
,

波河西行至莎车
,

为南道
;
南道西瑜葱岭则出 大 月 氏

、

安

息
。

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
,

波河西行至疏勒
,

为北道 , 北道西瑜葱岭则出大宛
、

康居
、

奄蔡

焉
。 ” 口 1〕《西 域 传》 中的所谓南山

,

即是祁连山
。

这就是说
,

南道从罗布泊附 近 沿 祁 连

山
、

昆仑山之北
,

西行至叶尔羌
,

越过帕米尔
,

可通往大月氏和安息
,

而于闻正位于昆仑山

北麓
,

是由南道西行的必经之地
。

西汉平帝元始年间 (公元 1一 5 年 ) 以后
,

前往西域的路径已由两条发展到三条 [7 幻 ,

其

中的南道仍然是
“
从玉门关西出

,

经诺羌转西
,

越葱岭
,

经县度
,

人大 月 氏” 〔7 3〕
。

隋代裴

矩在 《西域图记》 序中则指出从敦煌到西海有三道
,

北道至拂袜
,

中道至波斯
,

南道至北婆

罗门
,

其中南道是从都善
、

于闻
、

朱俱波
、

喝架陀而度 葱 岭〔74 〕
。

事实上
,

中国历代与波斯

的交往
,

在葱岭以东地区常常是采取经过于闻的古老的南道
。

召魏书
·

于闻传》 记载
: “先是

朝廷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
,

彼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
,

经于闻
。

于闻中于王秋仁辄留之
,

假

言虑有寇不达
。

羊皮言状
, 显祖怒

,

又遣羊皮奉诏责让之
,

自后每使朝献
” 〔75 〕

。

这是中国

北魏王朝与波斯交往史中的一段引人注目的插曲
,

它的发生地点正是在于闻
。

古代中国从中土前往西域
,

一般要以凉州
、 一

甘州
、

肃州和沙州为桥梁
,

这就是祁连山北

的所谓
“河西走廊

” 。

如前所述
,

祁连山
、

贺兰 l幻
、

秦岭 (为古代秦州
、

文州
、

雍州的辖境 )

这一片连绵的山脉中有赓
。

这些出产于中西交通要道上的赓香
,

通过丝绸之路
,

经于闻向西

传人波斯
,

并非不可思议之事
。

元 世祖忽必烈至元初年 (12 7 1一 1 2 7 5 年 )
,

意大 利人马可
·

波

罗 (M ar c o Pol 。 ) 经丝绸之路由西向东旅行至元朝政府统治下的
“
西凉国

” 时
,

还亲眼看到

了廖
。

《马可
.

波罗游记》 说
:

在这个国家 (西凉国)
,

又 出产最优良和价值高昂的寮香
。

生产这种察香的动物
,

是一种名叫香璋的动物
。

它的

皮毛与一种较大的鹿相似
,

尾和脚很像羚羊
,

但头上不长角
。

它有四个突出的牙齿
,

长约七厘米
,

上下牙床各长两

个
,

细长色白
,

宛如象牙
。

就整休说
,

这是一种非常好看的动 物
。

取肠香的方法是每当月圆之夜
,

这种香璋的脐部有

一袋凝固的血块
,

专门猎取脚香的人利用 星月的清辉 , 割下这个皮囊
,

晒干
。

这样美好的庸香
,

散 发出来的香气最为

浓郁喜人
。

他们捕得大批的香璋
,

肉也相当可 口
。

马可
.

波罗 曾把晒干的香璋头和脚带回威尼斯
。
〔了6〕

此处所说的西凉国
,

为元时的西凉府
,

即今日的武威
,

是河西走廊上的要站
。

阿里
·

阿克巴

尔 (Al , A kha r ) 也曾提到陕西的赓香说
“这个省中的城市有 Ki

”janf u (京兆府
,

今西安)
、

K a n ju (
一

甘州
,

今张掖 )
、

S e k c h o u (肃州
,

今酒泉 ) 和 D in k j
u (对音定州)

,

在这 几 个 城

8魂



中盛产察香
” 亡7 7」

,

可 为 以上所引马可
·

波罗的记述作佐证
。

这两位旅行家的记述说明
,

河

西走廊上出产的赓香确实引起了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的注意
。

除了河西走廊以外
,

从中原到西域去的桥梁还另有两条
。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指出
: “

其

一是从宁夏一带的沙漠西行的一条路
,

也称
‘

居延路
’ ; 其二是东西横穿青海省的一条路

,

称

为
‘

西羌路
’

或
‘

青海路
’。 · .

一后者从黄河河畔的兰州附近向青海的糊岸前行
,

再穿过柴达木

盆地
,

到达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南隅的罗布泊地方
,

再从这里以天山南麓地带为目标
,

并与上

述的南道会合后向着于闻前进
。

这条路线的东端不仅连接着关中盆地
,

而且还连接着蜀
,

即

四川盆地
。

自公元 5 世纪到 7 世纪
,

从活跃于东西方中转贸易的吐谷浑的历史中
,

我们可以

看到对这条路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的例子
” [7 8〕

。

中外考古学家们的研究也证实了
“
青海路

”
的存在

。

中国学者夏兼以在青海西宁出土的

波斯萨珊朝银币为依据
,

指出从公元 4 世纪末至 7 世纪初
,

西宁是在中西交通的孔道的上
,

这条稍南的交通路线的重要性在 5 世纪时可能不下于河西 走廊
。

〔了们夏兼还以法显 (东晋隆

安三年
,

公元 399 年 )
、

法勇 (刘宋永初元年
,

公元 4 2 0 年)
、

宋云 (北魏神龟元年
,

公元

51 8 年 ) 等人的行程为例
,

阐明他们都是经青海西行的
,

此后
,

乾陀罗人阁那崛多则是沿着

相反的方向
,

由于阂等地经青海东行赴长 安 的
。

〔80 〕此外
,
日本学者 冈 崎 敬 也指出

,

宋云

及其同行者惠生等人是经过从 5 世纪开始作为北魏与西域诸国的贸易中继站的吐谷浑
,

然后

经佐末城
、

择摩城到于闻国的
。

[8 1]

正如
“
河西路

”
横穿甘肃地区一样

, “
青海路

”
横穿青海境内

,

这里也正是赓的主要产

地
。

近代所称青海著名的
“四大宝

” ,

赓香便是其一
,

青海曾年产赓香一 百 两 以 上
。

有关

“四大宝
” 的民谣说

: “
青海羊毛是特产

,

蛋吉大黄走南洋
,

鹿茸都是八个叉
,

要说价钱数

赓香
” 〔5 2〕

。

马可
·

波罗游历到青藏高原时
,

曾有这样的记述
: “

这地方出产一种廖
,

并且 数 量很

多
,

所以整个地区充满着察香的味道
。

⋯⋯这种动物本地话叫加德里 (G ud d e
r i)

,

是用狗去

猎取 的
” 〔83 」

。

阿 里
·

阿克巴尔也 曾提到这种猎狗说
: !’’在西藏山区有一种良狗

,

西藏人用

它向皇帝进贡
。

在土耳其苏丹也有这种狗
,

被称为萨珊尼
,

据说是西藏种
。

赓就是用这种狗

去猎取的
” 比们

。

不 难 想象
,

西藏种猎狗在土耳其被称为萨珊尼 (即萨珊的 )
,

这本身就透

露了西藏
、

波斯
、

土耳其三个地区之间的往来与关 系
。

中西交通史上的
“
青海路

”
贯穿今青海省

,

而且还连接着关中盆地和四川 盆 地
。
〔85」我

们知道
,

关中与四川也是膨的产地
。

这也就是说
,

虽然和田不一定出产磨香
,

但是由于
“
河

西路 ” 、 “
青海路

”
等丝绸之路的存在

,

它可以成为古代中国境内各地出产的察香向西输出

的集散地
。

四川
、

陕西
、

甘肃
、

青海
、

西藏等地出产的磨香都可以由各条丝 绸 之 路 传至和

田
,

再从和田西向传到波斯
。

由于它们多从和田传人波斯
,

所以往往就被称为和 田 来 的赓

香
,

而一般波斯人也就渐渐地以为和田盛产套香了
。

这种情况就像伊本一 巴伊塔尔在 《药草

志》 中指出的那样
,

人们把来自突厥地区的大黄称为突厥大黄
,

同样
,

几

把经由伊拉克传来的

赓香称为伊拉克察香〔86 〕
。

中国的 察香传入波斯
,

大约有两种方式
。

一是作为朝廷馈赠的礼品
,

二是作为胡商贩运

的货物
。

尽管两者在中国古籍中都没有直接的记载
,

但是
,

据伊本
·

白图泰 (I b n 一” Ba t爪“)

所述
,

回历 7 4 3 年 2 月17 日 (约为公元 13 42 年)
,

他受印度德里素丹阿布
·

木扎希德
·

穆罕

默德
·

沙之命出使中国
,

原因是中国国王送给素丹男女奴隶百名
、

花缎五百匹
,

以及镶宝锦



花五件
、

赓香五曼尼
。

素丹收到这批礼品后
,

决定用更好的物品回赠
,

所以派伊本
·

白图泰

等人将它们携往 中 国
。
〔幻 3由此可见

,

察香确曾与丝绸一同被中国帝王作为礼品馈赠外国的

君主
。

波斯 自安息
、

萨珊两朝开始
,

与中国的汉
、

魏及以后各代都有频繁的使节往来
。

马尔

柯姆 (Mal co lm ) 《波斯史》 与麻素提 《黄金牧地》 中有中国皇帝遣使献方 物 的 记 述
, 〔8幻

中国史书中记载波斯王遣使来献方物的例子更是不胜 枚 举
。
〔8幻实际上

,

中国历代皇帝在接

受外国使臣所贡方物之后
,

无不以价值相当或更为贵重的各种礼品回赠
,

对波斯当然也不在

例外
。

《阿拉伊香谱》 和 《药物宝库》的作者都提到中国的赓香很名贵
,

常人难得一见
,

往

往是被当作礼品献给当地的统治者
,

珍藏在王室的库府 之 中
。

[9 。〕因此
,

不能排除古代中国

帝王以赓香赠送波斯君主的可能性
。

当然
,

赓香传入彼斯可能更多是通过商人的贸易
。

波斯商贾素以善能辨识宝物著称
,

特

别是隋唐以后
,

他们或经陆路或由海道来到中国经商运货
,

往来活跃于长安
、

洛阳
、

广州
、

扬州等重要都邑
、

城市及港口
,

形成著名的所谓西市胡店和 波 斯 邸
,

这在唐人的著述中常

有提及
。

例如
,

裴例 《传奇》 记崔炜之事说
: “ (崔子) 遂归广州 ”

一抵波 斯 邸
,

潜 甫 是

珠
” 〔91 」

。

卢肇 《逸史》 记卢
、

李二生之事说
:

,’( 卢生)乃与一柱杖日
:

将 此 于 波 斯 店 取

钱 1,,[ 92 〕 又李复言 《续玄怪录 》记杜子春故事说
:

,’( 老人)于是袖出一络日
: ‘

给子今夕
,

明日

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
,

慎无 后 期
’ ” 〔9习

。

诸如此类的记述
,

举不胜举
,

而波斯商人活泼
、

有力的商业活动则由此可见
。

据元开 《唐大和上东征传》 所载
,

当时广州江中
“
有婆罗门

、

波斯
、

昆仑等船
,

不知其数
,

并载香药珍宝
,

积载如山
。

其舶深六
、

七 尺
,

师 子 国
、

大 石

国
、

骨唐国
、

白蛮
、

赤蛮等往来居住
,

种类 极 多
” 〔9们

。

这充分说明
,

香药贸易是胡商活动中

重要的一项
。

伊本
·

库达特拔 (Ibn K hor d a d功eh ) 在 《道里郡国志》 (作于公 元 8 44 一84 8

年 ) 中列举中国的出 口 物 资 说
“至于东洋所提供的出口物品

,

有中 国 的 白 绸
、

彩绸
、

锦

绸
、

廖香
、

芦荟
、

马鞍
、

貂皮
、

陶瓷
、

麻醉品
、

肉桂
、

蓖 姜等
” 〔95 〕,

其中的察香仅次于丝

绸而名列前茅
。

另外
,

唐代樊绰所著 《蛮书》 (又名 《云南志》 ) 记述当时云南地区 的 对 外 交通说
:

“ (银生城 ) 东南至大银孔
,

又南有婆罗门
、

波斯
、

阁婆
、

勃泥
、

昆仑数种
,

外通 交 易 之

处
,

多诸珍宝
,

以黄金
、

赓香为贵 货
” 〔卿

。

所记
“
波斯

”
指马来波斯

、

南海波斯
,

还是指

西亚波斯
,

学术界争论已久
,

至今未有绝对的定论
。

但是
,

上述广州市内的波斯邸和广州江

中的波斯舶l冤属西亚的波斯
,

则此处所记
“
波斯

”
似亦应指西亚伊 朗 的 波 斯

。

总之
, 《蛮

书》的这一记述是说明唐代中国察香通过国际贸易流人波斯的极好的例证
,

而赓香在这里甚

至与黄金并称为
“
贵货

” 。

由于中国与波斯海上贸易的发展在时代上晚于 陆 上的丝绸之路〔97 〕,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

中国的察香传人波斯最早应该是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的
,

而和田则可称为其中的枢纽之地
。

事实上
,

中国特产经陆上的丝绸之路西向传入波斯乃至更远的罗马
,

事例甚 多
。

劳 费 尔 指

出
,

中国的桃种在公元前二百年或一百年就传至波斯
,

由波斯传到亚美尼亚
,

并在公元第一

世纪传到更远的希腊和 罗 马
。
仁9叼此外

,

他还列举波斯人所知的中国动植物产品有方竹
、

丝

绸
、

杏
、

肉桂
、

姜
、

羲术
、

黄连
、

大黄
、

无患子
、

庵摩勒
、

蜀葵
、

玫瑰
、

檀香
、

桦
、

茶
、

土

获芬
、

芒果 及 纸等〔99 〕
。

我们认为
,

产 于我国各地的察香也应是波斯人所知道的中国许多神

奇物品中重要的 一项
,

它至迟在萨珊王朝时就已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波斯
。

在波斯人的心目中
,

与其它中国物产相比
,

廖香似乎是最令人悠然神往的
。

中国古代诗



人曾有 “寮过春山章自香” 〔10 们 的赞叹
,

波斯诗人也常常陶醉在赓香的馥郁中
。

这里引用

十三世纪波斯著名诗人哈菲兹 (H盯e : ) 的诗句
,

作为本文的结束
:

闺中的佳人
,

收起你装满香料的绣囊 !

察从远方来了
,

从和田的原野上
,

带来了它那迷人的芬芳
。

[1 01 〕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于北京

《晋书》 卷 3 3
,
1 00 8 页

,

中华书局
,
1 9 7 4年

。

《先秦 汉魏晋甫北朝诗》 1 2 71 页
,

中 华 书 局
,

 @注
:

¹ 萨迪 : 《果园》 (张鸿年译 ) n 页 ,

北京大学出版

社
, 19 89年

。

º 《旧唐书》卷 19 8 , 5311页
,

中华书局
, 1 9 7 5年

。

» 《新唐书》 卷 221 , 6 25。页
,

中华书局
, 19 7 5年

。

¼ 《辞源》 (修订本 ) , 35 5 9互
,

商 务 印 书 馆
,

19 8 3年
。

½  《中国药用动物志》 第一册
, 2 87 一292 页 ,

天津

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 7 9年

。

¾ 袁坷
:

《山海经校译》
, 23页

,

上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19 8 5年

。

¿ 《尔难注疏》
, 122页

,
《四库备要

.

经 部》
,

上

海 中华书局 据阮刻本 校刊
。

À 王摘 : 《说文句读》 卷19 , 13遴5页
,

上海古籍书

店据清同治 四年 王氏刻本影印
, 19 83 年。

Á 《后汉 书》卷 8 6 ( 南蛮西南夷列传) , 2 86 8页
,

中华书局
, 10 65年

。

 俞俄初
。
《中国医 学简史》 52 一54 页

,

福建科学技

术 出版社
, 1 0 8 3年

。

@ 0  O   @ @ 唐慎微 :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

备用本草》 卷 16 (兽部上 品 “
脚香

” )
,

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据平阳张存惠原刻晦明轩本影印
, 19 5 7年

。

O 王明 : 《抱朴子内篇佼释》 卷17
,

27 9页
,

中华书

局
, 19 8 0年

。

 @ 段成式
:
《酉阳杂沮》 (方南生点校》

, 1 8峨、

94页
,

中华书局
, 1 9 8 1年

。

0 同@
。

今本段成式 《酉阳杂坦》 未 见关于水醉的

文字
,

但宋苏颂著 《本草图经》
、

明李时珍著《本草纲 目》

中都 引有此段记述
,

李时珍称 “此说载于酉 阳杂姐
,

近不

复闻有之 ” 。

 《新唐书》 卷 37 (地理一 ) 9 6 5一9 72页
,

卷38 (地

理二 ) 9 8 6页
,

卷 39 (地 理三 ) 10 0 5一10 0 6 、10 21一1023页
,

卷 40 ( 地理四 ) 10 32一10 37 、 10 40一10 45页
,

卷42 ( 地理

六 ) 10 5 1一1 0 9 2页
,

卷 4a( 地理 七下 ) 1125页
,

中华书局
,

19 7 5年
。

@ 《本草纲目》 兽部卷 5 1 ‘
察香

, ,

人民卫生 出版

社 ( 据1 6 0 3年夏 良心 江西初刻本校点 ) , 19习2年
。

À O 葛洪
:

《把朴子
.

外篇》 89 、 12 6页
,
《四部备

要
.

子部》
,

上海 中华书局据平津馆本校刊
。

1 9已3年
。

 王勃 : 《秋 日饯别序》
,
《全唐文》 18 47页

,

中华书

局 (形印本 )
, 10 82 年 。

 陆龟蒙 : <采药斌> ,
《全唐文》 8 30 8页

。

O 《里经》13页
,
《丛书集成初编》(一四九五 )

,

中华

书局
, 1 9 8 6年

。

@ 《南齐书》卷 40 , 7 0 2一70 3页
,

中华书局
, 19 72

年
。

O 《剑南诗稿》 卷 第43 ( 读香奋集诗戏效其体 ) ,

《防游集》 第三册 10 88页
,

中华书局
, 19 了6年

。

Q Q 张星娘 : 《中西交通史料汇偏》 第三册 了、 101

页
,

中华书局
, 19 7 8年

。

O  M a s o d i : M o r a v v e j一 o z z a h a b , 6 8一6。页
,

埃及阿拉伯文版
,

参见 《德胡达词典》 ( L o g h a t 一 n a m e

一y e D e h k h o d a ) a
磨香

” 条
。

物 F a r h a n g 一 e A n a n d e r a j* ‘

磨香
” 条

。

 M a n d v i y e 一y e l日fa h a n s . R e s . la t fj O 。。l一 a l-

七e y b 一 0 A I
一

m o r a k a b a 七
一 a l一 , a乞r i y e ,

见 《伊朗文明》

( F a r h a n g 一 e I r a n Z a m ln ) 第1 5期 22 4一25 3页
,

德黑

兰
, 19 6 8年

。

O  尹A t r 一 n a m e 一 y e ,

A la y s ,

见 (( 伊朗文明)} 第 25

期 25 4一27 6 、 2 5 9页
。

 À 0 @ O  O 《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 注》

上册 67 、 315一3 19 、 6 7 、

下册 70 0一7 0 7 、

上册 292 、

上册

4了页
,

(法 ) 费嘟编
,

耿异
、

穆根来译
,

中华书局
, 19 89

年
。

@ @ I bn 一 e S i n a :
G ha n o n ,

第二册21a页
,

德黑兰
-

信使 出版社
, 19 8 5年

。

@ A b o M a n s o r 一。 H a r a v 豆. A b n i y a a n H a g -

恤a y e gh
一 e l A d v i y a , 32 6页

,

德黑兰
, 19 6 7 。

 º I s m a , ‘1 H a s s a n 一 e J u r ja n 宜. Z a k h i r a 一y e

K h压r a z m s h a h l , 20 0一20 2页
,

德黑兰
, 19 73年

。

À O   
产

A g h i l r一y e K h o r‘s a n 五: M a k h z a n 一 a l

·。d 丫 i y a , s a i 一5 35 、 习5 2一5 35 、 8 31一 5 32 、 5 31一532

页 , C a le u 乞t a , 15‘这年
。

颐 M a n o c h e h r A m i r i : F a r h a n g 一 e D a r o h a 一。

8 7



V ajh e h a
一
y e D o s h v a r y a T a h g h xg h d a r ba

r e一y e

K e t昌b
一0 1

一
A b n iy a a n H a g h a y e g h

一e l A d v iy e ,
3了。

一 3 71 页
,

伊 朗文明基金 出版社
, 1 9了4年

。

 M o h a m m a d A b a d l B a v 了l: Z a r a y e f一 0 T a

r a y e f , 2 6 9 一2 了2页
,

大不里士
, z 。了8年

。

@ 同  , 2 25一2 29页 , 同  , 2 5 7一26 0 页
。

 N a s i r 一 o d d i n 一 e T o s l : T a n s 让k h 一 n a m a 一y e

11k h压n l , 24 5页
。

转引自 (( 奇珍异宝录 》 272页
。

 @ (( 汉书》卷 0 6上
, 38 8 1、 38 7 2页

,

中华书局
,

1 9 62年
。

 参见夏邢《汉代玉器》
,

王仲殊《秦汉考古》
,

《中

国大百科全书
·

考古学》 17 6 、 38 3页
,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

版社
, 1 9 8 6年

。

@ 季羡林等
:

《大唐西域记校注》 10 21一10 22页
,

中华书局
, 1 9 8 5年

.

母 斯坦 因
:

《斯坦 因西域考古记》 ( 向达 译 ) ,

4 5页
,

中华书局
、

上海书店联合出版 ( 据中华书局 19 36年

版复印 ) , 19 8 7年
。

 同@ , 6。、 72页
。

勿   劳费尔 : 《中国伊朗编》 ( 林绮 因译 ) ,

36 7 、 36 9一371 、 36 4一39 8页
,

商务印书馆
, 1 9 64年

。

O  《新班乡土志稿》 6 9 4、 6盼页 , 全国圈书馆文

献缩微复制中心
, 1 99 0年

。

@ 同  
, 6 6三一6 6 5 、 713一 7 14 、 7 49一7 50 页

。

 S a m s : G h a m 五s 一 0 1 A l今扭
一 e T o r k , ,

转引 自

《德胡达辞典》 “和 田 ” 条
。

 韩宪纲
:

《西北 自然地理》 2 6 、 10 4 、10 7 , 1 2 8 、

20 2页
,

陕西人民 出社版社
, 19 5 8年

。

@ 杜佑
:

《通典》卷 19 1 , 10 27页
,

商务印书馆
,

10 35年万有文库版
。

仍 同西
,

又见《三国 志》 卷 30( 魏 书 ·

乌丸鲜卑东夷

传 ) 裴松之注引鱼豢 《魏略
·

西戎传》
, 8 5 9页

,

中华书

局
, 1 9 6 3年

。

@ 《隋书》 卷 6 7 (袭矩传 ) , 15 79页
,

中华书局
,

1 9 73年
。

 《魏书》 卷 102 , 2 26 3页
,

中华书局
, 19 7一年

。

  《马可
·

波罗游记 》 (陈开俊等译 ) 70
、 141

页
,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吕1年

。

@ 函 《中国纪行 》 ( 张至善等编译 ) 肠
、 122页

,

三

联出版社
, 1 9 8 8年

。

@ 助 松 田寿男
:

《古代天 山历史地理学研究》 (肺了

俊谋译 ) 8一 9页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19 8 7年

。

 夏效
:
《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
《考

古学报》 1 9 7 4年第 l 期94 页 ,

科学出版社
。

印 夏茹
: 《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
《净古

学沦文集》 2 32一1 3魂页
,

不牛学出版社
, 2 9 6 1年

。

@ 冈崎敬
:
《法颐

·

宋髻。步‘、 众 片 ‘一 , ‘越丸 力通

路》
,
《 ( 增捕 (束西交涉 。 考古学》 49 7一498 页 , ( 日

本 ) 平凡社
, 19 80 年

。

O 同 
, 8 0一81 页

。

@ 《伊本
·

自图泰游记 》 ( 马金鹏译) 45 6一457 页 ,

宁夏人民 出版社
, 19 8 5年

。

 《史记
.

大宛列传》
: “ (安息 王 ) 发使随汉使

来 现汉 广大
。
以 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

。 ”

《后汉书
·

西域传》
: “章帝章和元年 (公元 87 年 ) ,

( 安息 国) 遣便献师子
、

符拔” 。

和帝永元 “十三年 ( 公

元10 1年 ) ,

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
,

时谓之 安息

雀
。 ”

《周书
·

异域传》 : “魏废帝二年 ( 公元 5 53 年 ) ,

其

王遗使来献方物 ” 。 “天和二年 (公元5 67 年 )
,

其王 遣

使来献
。 ” 《隋书

‘

西域传》
: “场帝遣云 骑尉李星使通

波斯
,

寻遗使随显贡方物
。 ”

《隋书
·

何稠传》
: “波斯尝献 金 绵 锦 袍

,

组织殊

丽
。 ”

另据 《魏书》 的《西域传》及《帝 纪》所 记
,

全北魏时

期
,

波斯 国使者来中国朝献共有十次
。

参见张星焕 《中西

交通史料汇编》 第 3 册 89 一 95 页。

画 同O
, 25 8页 , 同9

, 8 32 页。

@ 《太平广记
·

神仙三四》 219 页 ,

人 民文 学 出版

社
, 19 5 9年

。

 《太平广记
·

神仙十七》 119页
。

O 《太平 广记
.

神仙十六》 109 页 。

@ 转引自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34 页 ,

三联

出版社
, 19 5 7年

。

Q 赵吕甫 : 《云 南志校释》 280 页 ,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 1 9 8 5年

。

劳费尔在 《中国伊朗编》 中认为 《云 南志》 ( 即 《蛮

书》 ) 此处提到的波斯是马来波斯而非伊朗波斯
,

章鸿钊

与张星娘等人对此加 以辩驳
,

否定了马来波斯说
,

而 向达

等则认为是南海波斯
。

参见劳 费尔 《中国伊朗编》 (林绮

因译) 295 页 , 章鸿钊 《洛氏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 1一13

页
,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
, 19 25年 , 张星娘 《中西交通

史料汇编》 第 3 册 189 一194 页 , 向达 《蛮书 校 注》 16 4一

1 6 5页
,

中华书局
, 19 62年

。

@ 参见张俊彦 : 《古代中国与西亚 非 洲 的 海上往

来》
,

海洋 出版社
, 1 9 8 6年

。

 许浑
:
《题崔处士山居 》,

《全唐诗》 6 10 7页
,

中

华书局
, 1 9 7 9年

。

@ ({哈菲兹诗集》 ( D 工v 孟n 一e G h a : ali y压t 一e

H 昌fe z 一 e S h lr 孟zl ) 23 7页
,

德黑兰
,

萨菲
·

阿里沙赫

出版社
, 10 8了年

。

(作者单位 东语系 责任编辑 华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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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 a n c ia l a d m i n i: t r a t i。 ,1 o f t h e T a n g D yn a sty
.

T h e a n e ie n t d o e u m e n t o f T u 一Chih

z o u 一Ch a o
(A

.

D
.

6 7 3 )
, r e e e n t ly u n e a rt he d 宜n T u r fa n b a s in a n d r e s t o r e d by th e Ja P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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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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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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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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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R o a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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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e G e n e r a l T e n d e n e y in th e E v o lu tio n o f C o n te m Po r a ry

W
e ste r n E e

on
o m ies ‘y w

a n g z 入io
e i

W hile t h e c o n t e m Po r a r y e e o n o m ie s in t h e

W e s t 1 5 u n d e r g o in g a eye le o f “ th e

n e g a t io n o f n e g a tio n , ,, th e r e is a e le a r te n d e n e y o
f " r e u n io n a ft e r a lo n g Pe r io d o f

se Pa r a t io n
.

” T his r e fle e ts the e h a n g e o f his to r ie a l e o n d it io n s in t h e d e v e lo Pm e n t o f

th e e a Pita lis t e e o n o m y , a s w e ll a s th e th e o r e tie a l a n d m e th
o d o lo g ie a l d e v e lo Pm

e n t s in

th e e o n te m Po r a r y w e st e r n e e o n o m ie s
.

T h e m a in fe a tu r e o f th is d e v e lo P爪 e n t 1 5 th e

m e r g e n o e o f th e tw o m a jo r s e l, 0 0 1、 o f th o u g h t : g o v e r n m e n t in te r v e n tio n is m a n d e e o n -

o m io lib e r a lis m
.

T lle d iv o r e e a双d u n a n im ity a m o n g d iffe r e n t s e h o o ls o f e e o n o m ie

th e o r y a r e

j
u s t a d ia le e t ie a l m a n ife s ta tio n o f its g e n e r a l d e v e lo Pm e n t

.

5 0 a r e th e

Pa r tie u la r e m Ph a s is o f e e o n o m i e th e 。) r y a n d the e ffe e tiv e n e , 5 o f c u r : e n t e e o n o m i e

P o lie ie s
.

T h e m o : t im Po r ta n t e a u se o f t h is th e o r e ti o a l e v o lu t io n 15 t h o r e v o lu t io n in

it s m e th o d o lo g y
.

A C o m P a ris o n b e tw e e n th e P o litie a l T h eo r ie s o f Fu k u z a w a

Y u k ic h i a n d L ia n g Ch
, i工h a o b 夕 X o J ia n m e i

T hio a r t ie le a n a lys e 3 t he s im ila r itie s a n d d iff e r e n e e s b e tw e e n F u k u z a l、a Y u k ie hi

a n d L ia n g Ch , i一eh
a o in t he i

r Po lirie a l v ie w s o f e o n s t itu tio n a l m o n a r e hy , g r a d u a l

r e f o r m
, 。 ld t h e m a in Po w e r f o r e e o f in n o v a t io n

.

T h o u g h t h ey d isa g r e e w it h e a e h

o th e r in m a n y a sPe e t ; , t h e y b o t h h o Pe to le a r n fr o m the w 。。t in t h e Po litie a l r e f o r m
.

T h e y a lo o w a n t to m a in ta in a s tr o n g
, e e n t r a liz e d g o v o r n m e u t a n d the tr a d iLio n a l o o c ia l

o r d e r
.

H o n o e t h e d l一a l e h a r a e t e r o f th e ir r e sPe e tiv e P、, litie a l th e o r ie s
.

T h e d if fe r e n l

llis to r ie a l e ir e u m s t a n e e s n o t o n ly le d Ja p a n a n d Chin a o n to d iffo re n t r o a d s o f tn o d e r -

n iz a tio n ,

b u t a ls o e a u s e d F u k u z aw a Y u k ie hi a n d L ia n g Ch ‘i一e h a o to m o d ify th e ir Po -

lit ie a l
_

id e o lo g ie s in t h e la t e r ye a r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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