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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歷代波斯人寫了許多有關中國的著作和遊記，這些著作和遊記是波斯人瞭解中國各個方面

的主要的參考文獻。其中，有關中國的著作是古代波斯人通過對當時的中國進行詳細的研究後

編撰的，而遊記則是親自到過中國的波斯人，根據旅途見聞寫成的。本文《波斯人筆下的中國》

以波斯人寫的四個遊記作為研究的對象，對波斯人在不同時期對於中國的見聞和觀感進行分析

和考察。

論文第一章，筆者對中國唐代時波斯人所寫的關於中國的遊記《中國印度見聞錄》進行

研究。在這部波斯人寫的最早的有關中國的遊記中，波斯商人以他們獨特的眼光來敘述中國

的「黃金時代」，即唐朝各方面的信息，在很多方面可以給漢文獻提供補充資料。論文在描述唐

代波斯和中國海上交流狀況的同時，對於該書的作者及書中的內容進行詳細的考察，揭示這部

遊記與《一千零一夜》等文學作品的關係，並通過對內容的分析，論述作品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展示波斯人眼中的中國唐朝社會。

論文第二章，筆者對於明朝初期波斯畫家火者‧蓋耶速丁‧納哈昔的中國遊記《沙哈魯遣

使中國記》進行考察，敘述了蓋耶速丁在中國的旅途見聞，並且探討他的中國之旅在伊朗繪畫

史上的影響。這部遊記有三種版本，筆者也一一進行比較和研究。

論文第三章，研究明朝中期阿里‧阿克巴爾寫的中國遊記《中國紀行》。這部作品從時間上

講具有獨特的價值，是瞭解中國明王朝中期重要的參考文獻。筆者對《中國紀行》以及著作者

的身份進行考察。在介紹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時，盡量糾正其中不準確的觀點。通過阿里‧阿

克巴爾的描寫，闡述明王朝時穆斯林在中國社會的地位，探討明代中國瓷器與伊斯蘭文化的關

係，以及《中國紀行》的文學價值。

論文第四章，對於二十世紀初，馬赫迪‧古里‧汗‧赫達雅特的環球旅遊的見聞《麥加

遊記》中有關中國部分進行梳理和分析。馬赫迪‧古里‧汗‧赫達雅特是伊朗很有影響的思想

家、政治家，他在中國停留了大概兩個月的時間。當時的中國與前幾個世紀黃金時代的中國非

常不一樣。赫達雅特在他的遊記中，深刻地揭示了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並盡量提出解救社

會的種種方法。其實，他在中國所看到的問題，也是當時伊朗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因此進行了

很深入的思考，希望藉此能將傳統社會引向現代化的道路，表現了一位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遠見

卓識。在這一章，筆者先介紹赫達雅特的身份及其思想，敘述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包括他當

時所看到的中國社會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以及他所提出的解決問題的各種方法。



論文通過對上述遊記，以及它們在當時波斯社會中所起的影響進行詳盡的考察，展示伊朗

人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中國觀，從中可以瞭解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古波斯，對於中國和中國

民族的認識和理解，他們對於中國的哪些要素感興趣，以及伊朗和中國古時的文化、經濟和政

治交流的方式和歷史，同時也可以探尋中國人對於來自波斯地區的遊客採取什麼樣的態度。通

過對於這些遊記進行研究，也可以給漢語文獻提供新的資料，因為波斯人記載過的內容，漢文

獻當中並不一定有相應的記載。本書強調以細緻的方法來考察波斯人筆下的中國文化、經濟及

社會等方面的歷史事件。古老而文明的中國歷史悠久。研究中國的對外交流，如果不重視外國

人在創建這種交流時的參與，那是不完整的。論文強調了波斯人在波中交流史上的參與和所扮

演的角色，從而拓展了波中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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