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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讲述成吉思汗及蒙古帝国的历史时，历史学家们的心情大多是十分 复杂与矛盾的，因为这段历
史既充满了趣味性，又充满了让人恶心的血腥 味；既令人血脉沸腾，又使人毛骨悚然；它既能充分说
明历史的逻辑，又 能充分体现历史的悖论；既能让人看到人性的伟大，又能让人看到人性的 猥琐。
 而历史学家们的性格、背景、偏好、分析方法、行文方式等方面又各 不相同，因此，多数读者在阅
读他们所写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著作时，心情 往往会加倍的复杂与矛盾，对历史学家的判断有一种无所
适从的感觉。
 比如，对于成吉思汗的评价，有的历史学家极尽溢美之词，甚至将他 描述成这样一个伟人：他在主
观上有着国际主义的情怀，想通过一统天下 为苍生造福。
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成吉思汗是来自地狱的魔鬼，是撒旦 派往人间的使者，因为在率军征伐的过程
中，他做了太多灭绝人性的事情 ，比如屠城。
 显然，这两种观点代表着两个极端。
然而不幸的是，往往是极端的观 点更引人注目，更能调动读者的胃口，也更能影响读者的判断。
因为习惯 于将自己简单归类，不少读者往往愿意接受这种“非黑即白”、“立场鲜 明”的观点。
而对于那些习惯于质疑、习惯于独立思考的读者来说，这些 观点无疑会带给他们困扰。
 为避免给读者带来这种困扰，本书无论是在对史实的处理上，还是在 观点的陈述上，都将尽力做到
客观理性。
 通过引用有明确出处的史实，运用科学理性的分析方法，本书将回答 以下这些读者最为感兴趣的问
题： 成吉思汗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是生来就以天下为己任，还是一个天生 杀人狂？
 他所遵从的是怎样一种扩张逻辑？
起始人口只有不到200万的蒙古国， 是怎样变成势不可挡的蒙古帝国？
又是怎样征服那些强大的、有过辉煌文 明的大国的？
那些大国的文明各自存在哪些问题？
它们又是如何在精神层 面对蒙古帝国进行反征服？
在征服与反征服的过程中，哪些因素在起着关 键作用？
阻止蒙古帝国进一步扩张的力量或者因素又是什么？
 本书将着重讲述的内容，是蒙古帝国与被征服者之间、被征服文明彼 此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文明
对蒙古帝国的影响。
至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各部落的过程、蒙古帝国与被征服文明的内部结构，以及蒙古帝国解体或 崩
溃的过程等方面的内容，本书未作详细的介绍。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将进一步理解历史的发展逻辑，理解生态环境、 民族仇恨、宗教文化等因素以
及偶然性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读者或将见证历史不断昭示的真理： 尽管某个国家的政权看上去很强大，但是，如果其内部平衡被
打破， 不稳定因素越来越难以控制，而其制度本身又不具备自我调整能力，或者 当局能够动用的资
源有限，只愿意或者只顾得上安顿国内秩序，而忽视了 外部威胁因素的存在，那么，这个政权的命运
只有解体或灭亡。
而政权解 体或灭亡的方式只有两种，要么是因内乱失控而解体，要么是因外部侵略 者突然出现，并
与内部不稳定因素相配合而终结。
 宋朝的灭亡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北宋人口达1.25亿，南宋人口达8000 万，其经济不可谓不繁荣，其科技不可谓不发达，却先后被金国
与元朝所 灭。
原因在于，根据什缪尔·艾森施塔的定义，“帝国”一词通常用来指 明一种政治体系，它包含广阔而
又相对集中的领土。
在这个体系中，以帝 王个人和中央政治机构为体系的中心形成一个自治实体。
它还常常包含某 些更广泛、更普遍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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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廷忙于安顿国内秩序，而无视外部威胁的存在。
而宋廷之所以重视 安内甚于攘外，一方面是因为它吸取了唐末动荡及五代十国政权更替的教 训，另
一方面是因为它对自己缺乏信心：对于一个只能代表少数人利益的 政权而言，内乱总是更加直接和现
实，因而总会被统治者优先考虑。
 本书将分析推动蒙古帝国崛起的动力。
某些西方历史学家所持的成吉 思汗具有国际主义情怀的观点可能过于溢美。
更接近史实的判断或许是， 在他领导之下的蒙古帝国的扩张，更多是出于生存和复仇的目的，在实现
这个目的的过程中，混合了令人发指的劫掠和暴行，以及许多“计划外的 ”入侵行为。
 至于蒙古帝国霸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赶上并利用了这 样一个机会：被征服者大多处
于外交困境之中，正与邻邦进行无休止的消 耗战。
比如南宋、金国与西夏之间，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都因 为陷入这种困境而不能自拔。
对于相信“天命”、敬拜“腾格里”(长生 天）的蒙古人来说，上天赐予的机会是绝对不容许浪费的
。
 当然，除却这些客观上的有利因素，征服者们显然具有极其高明的战 略眼光，并具备极其出色的战
略执行能力。
他们还极具学习能力。
他们善 于吸取其他文明的军事智慧，善于整合其他文明的军事实力。
 比如，他们从金国和西夏的汉族军队那里学会了攻城战术，从西亚和 欧洲人那里吸收了重装甲的优
势。
他们利用汉族的攻城战术征略西亚的穆 斯林世界，又雇佣西亚的制炮大师征服汉族的南宋政权。
 他们的军力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增长了十倍，由最初的十万扩张到了 一百万以上。
这是因为他们不断整编被征服者的军队。
我们将会看到，这 支整合自不同文明关于“计划外战争”的定义，见本书第五篇第三章第2节 。
的军队是如何带给他们辉煌的胜利，又是如何让他们遭受令人难以置信 的挫折。
 对于宗教的作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也极具领悟力。
在征讨欧洲、 中亚和西亚的过程中，蒙古帝国的大汗们充分利用了宗教的力量以安抚被 征服国家和
地区的人民。
最有意思的是，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宗教逐渐对 蒙古帝国的大汗们及其亲属的精神世界进行了反征服
。
比如，蒙古帝国的 继承国中，多位大汗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虔诚的穆斯林，有的王室成员 或高级
政府官员甚至成了基督教的圣徒。
 蒙古帝国甚至是圣战的参与者。
从公元11世纪末到公元13世纪末，为 了争夺“圣地”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
间展开了 两百年的圣战。
而蒙古帝国的西征处于公元13世纪中期，正好赶上了具有 深远意义的圣战的尾声。
蒙古帝国在事实上解体之后，作为其继承国之一 ，伊尔汗国直接参与了圣战，并尝试与欧洲基督教世
界建立某种联盟。
蒙 古帝国的另外两个继承国——金帐汗国和察哈台汗国——则通过牵制伊尔 汗国的方式间接参与了
圣战。
对于圣战的参与，使这些继承国进一步被宗 教化。
本书这方面的内容，或将有助于读者理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 关系，有助于读者理解现在的中东
局势。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在不妨碍读者理解相关内容的前提下，本书简化 或忽略了某些细节，这在一定
程度上损害了叙述的严谨性。
比如，本书简 化了某些蒙古历史人物的名字，因为他们的汉译全名很多都在七个字以上 。
因此，成吉思汗父亲的名字在书中简化为“也速该”，而不是全名“也 速该把阿秃儿”。
书中涉及的欧洲人的名字也只有中文名，而没有附加上 英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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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书中引用的历史资料，如果比较直白、不会引起歧义，本书 一般都直接引用原文，如果原文过于
艰涩或容易引起歧义，则会作尽量简 化的翻译。
 本书内容并非面面俱到。
对这段历史作全景式的叙述和解读固然有益 ，而进行力所能及的取舍或更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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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代天骄，以狼之名，行走天下。

怎样的民族精神，扩张方略和征服逻辑，造就出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世界帝国？

你相信成吉思汗在九岁时怕狗吗？
你相信这个胆小的孩子在几年之后会杀死他的弟弟，就为了一条小银鱼吗？
是什么使这个胆小的孩子变成一个凶手？
在这个孩子的大脑深处，是不是藏着能够在某种环境下主宰他命运的遗传密码？
起始人口只有不到200万的蒙古国，又如何能?踏列国，开拓出一块将众多文明裹挟其中的空前疆域？

这段历史最值得品味之处，是关于古代游牧民族普遍信奉的生存与复仇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成吉思汗
及其子孙们对外侵略的动力；是关于发生在中世纪的主要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为草原苍狼们的
对外征服提供了机会；是关于以成吉思汗为首的征服者们的军事天才，以及他们在军事、技术、政治
、宗教等方面的学习能力，这些才能使征服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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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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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传媒人，著有《美国沉没》等国际时政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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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铁木真九岁时的某一天，父亲也速该带他去母舅家，想给他说一门 亲事。
走在半路的时候，他们遇见了特?薛禅，蒙古草原弘吉剌部的长老。
 弘吉剌部与也速该所在的乞颜部之间，长期有着通婚的传统。
 薛禅十分喜欢铁木真。
当知道也速该要给儿子说亲之后，薛禅说道： “我们弘吉剌部的人自古就是，男儿们生得相貌堂堂，
女儿们生得姿色娇 丽⋯⋯也速该亲家！
到我家去吧！
我的女儿还小呢，亲家你去看看吧！
” 于是，也速该就来到了薛禅家，见到了薛禅的女儿孛儿帖。
孛儿帖比 铁木真大一岁，形容娇美、举止得体，正合也速该的心意。
双方定下了亲 事。
应薛禅的要求，也速该将铁木真留下，自己骑马回家了。
他临走时再 三叮嘱薛禅说：“我把儿子给你留下做女婿。
我的儿子怕狗。
亲家，可别 叫狗吓着我的儿子呀！
” 在回家的路上，也速该遇见塔塔儿部的人在大摆筵席。
塔塔儿部主要 在蒙古草原东部一带游牧，与也速该所在的乞颜部素有冤仇。
因为实在是 太渴了，也速该偷偷地入了席。
但是，塔塔儿人还是将他认出来了。
他们 在也速该的食物中下了毒。
三天之后，也速该在家中去世。
没过几天，铁 木真被人从薛禅家接回。
 也速该去世之后，铁木真一家被同族人背弃了。
作为家中的长子，九 岁的铁木真必须与母亲、三个同母弟弟（合撒儿、合赤温以及铁木格）、 两个
异母弟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以及同母妹妹帖木仑等人相依为命 。
 他们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
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伦靠捡杜梨、山丁，挖 红蒿、野葱、野蒜、野韭菜以及山丹根等养育自己和儿女们
。
铁木真回报 母亲的方式是，用火烘弯了针，做成鱼钩去钓鱼，或者做了拦河网去捕鱼 。
 尽管诃额仑和铁木真都很勤劳，但是，能够找到的食物是如此的少， 而家里人口又如此的多，铁木
真一家每天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
如何公 平有效地分配极其有限的食物，成为铁木真必须考虑的问题。
 有一天，铁木真带着亲弟弟合撒儿、两个异母弟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 台一起钓鱼。
一条小银鱼被钓上来之后，立即被两个异母弟弟抢走了。
铁 木真心里十分恼怒。
回到家之后，他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
显然，诃额仑 也没有办法。
但她不愿意铁木真兄弟之间因为一条小银鱼结仇。
她劝慰铁 木真说：“你们兄弟之间怎么可以那样不团结？
我们现在除了自己的影子 之外，再没有别的伙伴了。
这样怎么能报仇呢？
” 对于母亲苦口婆心的警告，铁木真完全听不进去，因为在此之前，这 两位异母弟弟曾夺去他用箭
射下的雀儿。
对于铁木真来说，无论是一只雀 儿还是一条小银鱼，都应该由他来进行公平有效的分配。
两位异母弟弟完 全只顾自己的做法，已经威胁到了整个家庭，尤其是他更为幼小的同母弟 弟和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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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
 于是，原本连狗都害怕的铁木真，与弟弟合撒儿一起，将异母弟别克 帖儿杀死了。
在别克帖儿临死前的请求之下，铁木真饶恕了别勒古台的性 命。
 上面这段故事出自《蒙古秘史》一书。
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公 元1240年7月，作者的姓名已经无从考证，但中外历史学家们普遍相信
，他 必定与成吉思汗家族关系密切。
这本书的蒙古文书名的原意是“蒙古的机 密史纲”，或者“蒙古的机密大事记”。
明朝初年的汉译蒙音版本将书名 译作《元朝秘史》。
 与当下泛滥的“秘史系列”影视剧不同，《蒙古秘史》中记载的人物 与历史事件，被中外历史学家
认为具有极高可信度。
 比如，20世纪的著名元史学家、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认为，《 蒙古秘史》是一部叙述成吉思汗
言行的实录，是一部关于蒙古早期历史的 很难得的直接史料，而且其行文“天真贴切、生动可信”。
1908年，日本 学者那珂通世翻译出版《蒙古秘史》的日文版时，则索性以《成吉思汗实 录》作为书名
。
 因此，我们不妨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相信上面这则故事——确 切地说是史料——的真实性。
比如，苏联历史学家伍拉祺米尔索夫就十分 相信薛禅将铁木真留下做女婿这段史料，并且从中发现了
母权制度的痕迹 。
 如果这段史料的真实性没有问题，它显然可以印证如下论断：在极端 恶劣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
与社会环境——之下，当面临生存的威胁时 ，弱者总是被迫成为强者，强者则总是选择主动出击，试
图掌握分配生死 的权力。
与强者关系最远而距离最近的弱者，总是最先成为被牺牲的对象 。
这就是生存的逻辑。
 在父亲也速该去世之后，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及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 年少而胆怯的铁木真接受了这
个道理。
但是，接受这个逻辑的并非只有铁 木真。
事实上，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普遍信奉的真理，是他们身上可以传续 的基因。
 史书为这个论断提供了许多证据。
 根据司马迁所著《史记》的记载，两千多年前的匈奴人的生存法则就 是，“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
余。
贵壮健，贱老弱”。
在唐代魏征等所著 《隋书》中，突厥人的风俗也是“贱老贵壮”。
在宋朝彭大雅所著《黑鞑 事略》一书中，蒙古人的风俗同样是“贱老而喜壮”。
这些古代游牧民族 的共性是，老弱者的生存权利被极度忽视。
毫无疑问，到了必须做出残酷 选择的时候，老弱者必定最先成为牺牲的对象。
 而游牧民族之所以信奉这个真理，并非因为他们生性野蛮残忍，而是 取决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
 游牧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必须逐水草而居。
而作为生 产和生活资料的水，以及作为生产资料的牧草，又极受气候与季节变化的 影响，因而经常
会成为稀缺资源。
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对这些稀缺资源 的争夺，成为家常便饭的事情。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古代游牧民族来 说，战争和冲突甚至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
在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 中，弱者无疑会是最先被抛弃的累赘。
P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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