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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地中海与中国的关系乃指希腊、罗马世界和中国的关系。
第一组辑录和诠释中国史籍所载古代地中海世界及其与中国中原王朝关系的资料。
第二组讨论古代地中海世界与中国北方游牧诸族的关系。

公元六世纪之前，中国中原王朝对地中海世界的了解非常模糊，传说盛行。
大部份传说竟出诸中国人自己的想象。
这表明当时中国人对地中海世界是多么向往！
反过来，希腊、罗马史家对中国中原王朝的了解同样十分模糊。

同一时期，地中海世界与中国北方游牧诸族之间关系却比较密切。
所谓草原之路至迟在公元前7世纪已经形成，商人、使者的往来，尤其是部落的迁徙，不仅加深了彼
此的了解，也架起了沟通东西文明的桥梁。

游牧诸族没有留下文献，我们主要是通过西方史家的记录来了解他们与地中海世界之间的关系，尽管
这些记录需要推敲之处不少，但实质性交往无疑是存在的。
与此相对，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与中国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不管抱着如何美好的愿望，也祇能找出
一些蛛丝马迹来。

中原王朝对地中海世界相互了解之模糊以及北方诸族与地中海世界之间关系之密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早期地中海和中国的关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这样一幅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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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要之，从安息赴大秦，道分南北，北道通往原叙利亚王国都城Antiochia，南道可抵原埃及
王国都城亚历山大，两地均为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岸的重要都会，由此渡海均可赴罗马帝国的首都。
 3.关于于罗的位置。
据《后汉书·西域传》，“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
据《魏略·西戎传》，于罗“在汜复东北，渡河”。
斯宾郎Ctesiphon，汜复印Damascus（详下），知于罗应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斯河之间。
然而于罗既在Damascus东北，便不可能在Ctesiphon西南，故疑“西南至于罗国”句“南”系“北”之
误。
《魏略·西戎传》云：“从于罗东北又渡河，斯罗东北又渡河”，亦可为证。
盖《后汉书·西域传》所谓“从斯宾南行度河”首先应至斯罗（Seleucia），故“西南至于罗国”乃指
自斯罗抵于罗。
果然，从于罗东北行应为斯罗，似乎不可能直接渡河。
《魏略·西戎传》既载自于罗、斯罗均可渡河，祇能认为于罗不在斯罗或斯宾西南。
因此，“于罗”[hiualai]很可能是Hatra。
另外，《后汉书。
西域传》称，至于罗则“安息西界极矣”。
似乎于罗属安息，所谓“安息西界”应是名副其实的安息西界。
然而《魏略。
西戎传》载“于罗属大秦”；又载“斯罗国属安息，与大秦接也”。
知《魏略·西戎传》所描述的时代，安息与罗马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在斯罗与于罗之间。
自于罗以速，包括于罗在内，都是罗马帝国的属土，所谓“斯罗与大秦接”，应是和大秦的属土于罗
及其附近地区相接。
于罗郎Hatra何时属罗马，未见记载；只知道Trajan（98—117年）在其末年曾围攻Hatra，未克。
198年，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亦曾围攻该城，同样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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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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