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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書研究漢代到元代的西域絲綢之路，包括漢設河西四郡史、漢代西域各國的位置、中國

到西方各國的交通路線變化、馬可波羅在中國行程等。提出的重要新觀點有：大秦源自希臘語

的西方 desen，海西是希臘，烏丹是雅典，驢分是特洛伊，五船道是五泉道，塞爾柱王朝人記載

的西域到契丹道路經過居延澤、陰山到遼的南京（今北京），馬可波羅記載的金雞堡故事在《金

史》有記載，Cuncun 是鞏昌，白石城是西和州，襄陽獻炮是揚州獻炮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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