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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先介绍原著者的简历，然后谈本书内容，以及与本书第二章有关的东西方史料和专门研究。
    勒尼·格鲁塞(1885—1952年)教授为现代法国研究亚洲史的学界泰斗，生平著述甚富。
就译者所知，他于1921—1922年时即出版了一部巨著《亚洲史》；于1929年发表《远东史》，获得法
国铭文学院的茹理安奖金。
该书中的蒙古帝国史部分已由冯承钧氏译成汉文(《蒙古史略》1933年)；同年，又发表《在佛陀的遗
迹上》一书，受到法兰西学院的褒奖；1929。
1930年，他出版《东方文明史》，包括近东、印度、中国、中亚细亚与日本。
次年，该书即被菲利普斯译成英文；1931年，他的《印度诸派哲学》问世；1936年，他出版《十字军
战争史》获得法兰西学院与法国铭文学院的两种奖金；《草原帝国》是一部通史性的著作，于1939年
出版，在作者去世后已再版了两次。
1946年，该书被日本蒙古史学者俊藤十三雄译成日文《亚细亚游牧民族史》；1941年，他的《蒙古帝
国史》出版，书内叙述历史是自成吉思汗的先世至忽必烈于1294年死时为止。
这是一部归纳了东西方史料的杰作，读者们对它期待已经很久了；1951年，在作者去世的前一年，他
还完成了《中国和它的艺术》一书，书内充满对我国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赞扬和推崇。
    此外，格鲁塞教授写过几种通俗化的小册子如《亚洲与历史》，和一些短篇论文与书评。
除从事于东方历史著作外，他对东方艺术的研究亦不遗余力。
在法国出版的几种艺术史丛书内常有其论文或序言。
在他的晚年，他主持出版了彩色影印的东方古画选集数册。
    他是法国巴黎东方文物馆的馆长，鲁佛皇宫学校与东方语言学校的历史教授，亚洲学会的秘书长。
在1946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
此外，他还兼任法国地理学会、作家协会，以及英、比、荷、瑞士等国的学术团体的名誉会长、顾问
、理事等职。
    我们介绍这部法国资产阶级东方史学家格鲁塞的作品，目的在于明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对亚洲高原古代游牧民族历史研究的成果与动向。
至于作者的史学观点及其对原始史料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则并非我们所同意的。
作者完成这部著作前曾耗费了多年的心血，参考了不少的史料和专门研究。
他综合地利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在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与东方学方面的最新的成
就。
因此，使人感到他这部著作在题材上很新颖，在内容上很丰富，是一部西方近几十年来在突厥一蒙古
民族史学方面研究的总结。
    顾名思义，《草原帝国》是一部古代亚洲北方游牧民族的通史。
全书以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国家与王朝为纲，将它们的兴亡以纪事本末体的方法系统地介绍给读者。
史实是繁多的，因为这部通史所涉及的空间甚广，从日本海到法国中部，时间甚长，从公元前1000年
左右到公元后18世纪中叶。
作者还在《草原帝国》的大标题下提出三个英雄人物：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
成吉思汗是我们熟知的，但阿提拉是个古代汉文史书上不曾有过的名字；至于帖木儿他曾与明朝于公
元1387～1405年间有过外交使节上的来往，但《明史》对他在西方建立的帝国和他对中国的侵略野心
则一无所知。
    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只不过是游牧民族在草原以外建立了大帝国的代表，其只在草原上东奔
西驰，南征北战，思图摹仿他们的行为的人物何止数十百人。
格鲁塞对这三个大帝国的创立者作了详细的传记，但对其他在草原上建立王国的好汉们也并不忽略地
一一叙述了他们的来历，分析了他们之所以失败和成功的原因。
作者反对个人崇拜，他认为这些创建伟大帝国的人物，或者只称霸于一方的酋长们，都不过是时代和
环境的产儿。
作者甚至是个机械唯物论者，他说游牧民族的迁徙、远征、侵略邻国，都是受制于“自然法则”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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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全书共分三章，在比例上很不均匀。
第一章阐述第13世纪前的亚洲高原，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起以迄公元后第12世纪，二千多年的历史只
占原书212页。
第二章的内容为成吉思汗族蒙古人，即一般所谓蒙古帝国史，它占原书303页，约当全书的一大半，但
所叙述的历史则只有三四百年，自12世纪中叶至15世纪末。
第三章是写从16世纪初至1759年间的历史，只占原书85页。
所以，蒙古帝国史在全书中占了重要的位置。
这并不奇怪，因为威慑过欧亚二大陆的蒙古帝国在今日史学界仍被看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对象，它牵
涉的范围比有史以来的任何帝国为广。
    西方史学界的蒙古帝国史学还在发展之中，它不似中国元史学那样狭隘，元史学只不过是蒙古帝国
史学的一小部分。
当然，蒙古帝国史又和蒙古民族史不同，而蒙古民族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蒙古民族是指在历
史上所有“鞑靼”民族，它包括阿尔泰语系的突厥一蒙古诸部落民族；狭义的蒙古民族则只指围绕着
戈壁大沙漠，从阿尔泰山到黑龙江流域间讲说蒙古语的民族。
事实上，民族也不过是一种历史范畴，它并非永恒不变的，它的构成因素、血统、语言、信仰、生活
方式等，是在不断地改变着。
蒙古帝国内各汗国的上层构成分子不只是真正的蒙古人，他们可统名之谓突厥一蒙古人，而且后期蒙
古帝国的创立者帖木儿，已是个纯粹的突厥人。
    《草原帝国》是世界通史性的，它不拘于一国，也不限于一个民族。
一般通史要叙述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的内容。
在《草原帝国》内有较多的篇幅记载王朝的更迭，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封建领主们互相撕杀和循环报
复等。
在经济方面，作者重点地分析游牧人民的共同性，说他们与邻居农业国家的关系主要不是表现在和平
时期的交易，而是在战争时期的掠夺。
在论述文化方面，作者的见解是新颖的。
他的草原艺术论将里海沿岸的斯基泰艺术与河套的鄂尔多斯艺术联接起来，以说明古代草原文化的同
一性。
他强调希腊文明在中亚细亚的影响，他证实景教、佛教与伊斯兰教先后在中亚细亚建立过教会区。
他还特别提到蒙古帝国对开辟欧亚孔道和东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这是一部研究蒙古帝国史学者们所必需的参考书。
在内容上它比多桑与霍渥尔斯的书丰富和完备，它不似多桑的书仅局限于伊儿汗国和霍渥尔斯的书仅
完成了蒙古帝国史的一部。
格鲁塞利用了多桑与霍渥尔斯所没有见到的新发现的史料和现代东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草原帝国》并不是一部断代的蒙古帝国史，它是一部亚洲北方游牧民族的通史。
在它以前，已有过类似的著作，例如巴克尔的《鞑靼千年史》(伦敦，1895年版，向达等译，1937年
版)和德格涅的《中国北方各族即自公元前至今日的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巴黎
，1756年版)，但和《草原帝国》比较一下则不只显得它们的陈旧，而且在内容的丰富方面也是相形见
绌。
    最后，我们还应特别指出一点，即这部书的内容有许多部分和我国少数民族史有关。
在每一个朝代，少数民族都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些少数民族又曾在西方建立过较大的帝国，与西方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相当的
关系。
我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们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和交通的不便等原因，只记载下来了这些少数民族在东方
活动的一面，其在西方活动的一面还要凭借西方历史学家们的著述。
    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来斟酌人名、地名的准确译音，但到最后还是感到不满
意，真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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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一书，大约有二千五百多个人名、地名，其中有的是属于欧洲的，有的是属于亚洲西部
、中亚细亚和印度的，有的是属于我国境内少数民族的。
现在，大部分的译音已渐归于统一，还有少量的译音是随著者不同而有异。
用欧洲文字翻译东方各国人名、地名时，不但会因字母不同而产生变异，即在同一文字中同一东方名
字也有不同的拼音。
所以，译音的不统一是不足为奇的。
在古代地理名词中，常有因时代的不同而译为不同的名字的。
何况，地名往往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变更。
    过去，学者们对《元史》感到不满意，其名词的前后不一致实为大病之一。
清代史学界致力于《元史》的改造者不乏其人，对该书中存在的人名和地名译音尤多方加以考证。
然汉文译音若无其他文字拼音与之对照，则仍不能臻至善之境。
1781年，乾隆帝敕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以满文字母将三史内非汉语名词的译音一一拼出，因而
明朗化了不少专门名词的译音来源和原文意义。
    当然，在各民族语言中，有习惯以某些特殊称谓作为人的命名，因而会出现一些人名相同的历史人
物。
清代史学家魏源(1794～1856年)在他的《元史新编》里作了一个蒙古人名的统计，说在“元史”里
有124人叫作帖木儿，15个人叫作脱脱，10个叫作不花，9个人叫作伯颜。
所以，在遇到两个以上同名的历史人物时就不免会发生混淆。
在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帖木儿帝国的创始人帖木儿，这个名字极通用于突厥和蒙古人中间。
为了把他和其他的帖木儿加以区别，本书著者格鲁塞采用了他的讹名达米尔兰(Tamerlan，来自Timour
Lenk)。
但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鉴于《明史》曾屡次提到他的原名“帖木儿”，我们也就遵循了这个传统
的译法。
    在旧元史学中，译名约有四种来源：魏源、洪钧、柯劭态等多本自《亲征录》；屠寄则多本自《蒙
古秘史》；宋濂等编纂的旧《元史》和修改了旧《元史》译音的清朝乾隆版殿本《元史》。
四者译音有时区别很大，我们采用了其中比较通用而与蒙古语原音又甚相近者。
    地名译音对历史学的重要性并不下于人名译音。
所以洪钧在他的《元史译文证补·西域古地考》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二卷，屠寄在
他的《蒙兀儿史记》里有“西北三藩地通释”一卷，施世杰还专门为《蒙古秘史》作了“山川地名考
”十二卷，丁谦作了“地名考证”十五卷。
清代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与近人冯承钧氏的《西域地名》是研究中亚细亚古代地名的很好参考书
。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对外国地名尽量采用现在通行的译名，如克鲁伦河而非《元史》上的怯绿连河
或胪朐河，鄂嫩河又非《秘史》上的斡难河。
如果古今名称不同而原著者有意识地写作古代名称时，我们则以汉文古史中的译名代之，例如阿姆河
是现代名称，而乌浒河则为古代名称。
在中亚细亚还有许多古代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了废墟，我们当采用古代历史上的译名。
    在这里，我特别提出“乌浒河外地”的名称问题，原著者以“乌浒河外地”代替“索格底安那”，
但有时也偶然提到这后一名称。
这两个名称都很古老。
前者出自古希腊地理书，译文为“乌浒河以外地方”。
据希腊学者解释，该地包括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全部地区，即相当于西辽所建“河中府”辖地。
波斯地理学者所称“索格底安那”则只限于阿姆河以北的泽拉夫善河流域。
至于索格底安那是否即是中国古史上的康居、粟特、粟弋和贵霜等，其地理范围是否相同，则东西方
学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格鲁塞的采用Transoxiane，而非Sogdianc，似亦有意在避免地理名词上的误会。
译者将该名称直译其意而不译其音，所以避免给读者以生殊之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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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草原帝国》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蒙古帝国史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概括地介绍一下关于
蒙古帝国的中外史料和史学家们的专门论著。
    蒙古帝国开创时的原始史料在中国所传者为《蒙古秘史》与《皇元圣武亲征录》二种，在西方所传
者为《金册》。
其实，三书同出一源，即《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
此书原本为回纥字蒙文，在成吉思汗生时已撰修十卷，后于1240年又续二卷。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始将它译成汉文，改名为《元朝秘史》。
在这以前六七年间，元仁宗曾诏令察罕译《脱必赤颜》的一种修正本为《圣武开天记》，即《圣武亲
征录》的前身。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1728～1804年)自《永乐大典》中钞出汉字蒙音与汉语对照的《元朝秘史》，实为
元史学上的一大发现，因直至该时，《秘史》藏于禁中不传于外。
其后李文田(1834～1895年)参考六七种典籍为该书作了笺注。
《圣武亲征录》一卷亦为钱大昕自《四库提要》所钞出者，后经张穆(1805～1849年)与何秋涛(1824
～1862年)二人详加校雠。
    《元朝秘史》于1866年为俄国传教士帕雷底阿斯(1817—1879年)译为俄文，书名改为《关于成吉思汗
的古代蒙古传说》。
该传教士又于1877年将《皇元圣武亲征录》译出，书名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中国故事》。
此后，即未闻该书有其他欧洲文字的译本。
直至1941年，苏联始出版了郭增的新译本，书名为《秘史，1940年作的蒙古编年史》。
1947年，蒙古达木丁苏伦出版了蒙古文的《蒙古秘史》。
1948年，德国海涅士出版了德译本《蒙古秘史》。
    《金册》是较《秘史》晚出的译本。
《秘史》直接译自“脱必赤颜”的原始本。
《金册》所根据的修本则凡稍涉皇帝忌讳者皆删除之。
可惜，这部藏于秘室和由大臣守护的“金匮副本”早已失传了，现在我们只能就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哀
丁的《史集》以窥测《金册》的内容之一斑。
    拉施特哀丁于1310～1311年间写成《史集》，共分四编：第一编题名献给合赞汗的历史，除序文外
包括突厥及蒙古诸族的历史、区分、谱系、家系、口碑等；第二编叙述成吉思汗，其先世及后代的历
史，在中国止于铁木耳(成宗)朝，即1294年，在波斯止于合赞汗朝，即1304年；第三编记载古代西方
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及伊斯兰教以前的波斯古代诸王史；第四编内容更为丰富，自穆罕默德创教
至1258年蒙古人讨灭哈里发王朝，并涉及中国、印度、法兰克人、基督教与佛教历史。
《史集》于1836年由法国嘉特迈尔译为法文，唯只出版了第一册，题名《拉施特以波斯文写成的波斯
蒙古史》。
该书内容有导言84页，序论146页，译文与原文合璧计423页，但仅包括旭烈兀汗一朝政事。
俄国贝勒津于1858、1861、1865、1888年陆续发表了俄文译本，即《编年史集蒙古史》(见《皇家考古
学会东方部著作报告》第5、7、13、15卷内)。
但其所译亦只是该书的一小部分，即《突厥与蒙古部族考》与《成吉思汗本纪》二章。
该译本1946年由苏联科学院再版。
1952年又有斯米尔诺娃的俄文新译本出版(仅为《史集》第一册)。
《史集》的其他部分的外文翻译有：哈木耳一普尔斯达耳的德文译“中国”一章，克拉普罗特的法文
译“中国”一章，哀特曼的德文译《突厥·鞑靼及蒙古部族考》，1841年加安的法文译本《法兰克人
史》。
就拉施特哀丁的《史集》作总括的研究者，应首推法国布洛舍。
他于1910年出版了《拉施特史集导论》(1910年荷兰莱顿版)。
除拉施特哀丁的《史集》外，关于蒙古帝国的波斯文与阿拉伯文史书尚有《世界征服者史》、《瓦萨
夫书》、《史记全编》与“扎阑丁算端传”。
    在汉文典籍中，除《蒙古秘史》与《皇元圣征录》外，关于蒙古帝国创立时的史料还有彭大雅与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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霆合著的《黑鞑事略》，孟拱的《蒙鞑备录》和陶宗仪的《辍耕录》。
《元史》当然是一部更重要的著作，它是由宋濂、王神等共同编修的。
《元史》所根据的主要是于洪武二年(1369年)获得的《元十三朝实录》与《经世大典》，其顺帝一朝
因无实录，遂由欧阳佑等在北平采访遗事以补充之。
在编修过程中，二次开局，前后不过十四个月，仓促成书，舛驳罅漏在所不免，计本纪47卷，志53卷
，表6卷，列传97卷。
当时人如顾炎武、朱彝尊、徐一夔等即对其加以非议，谓其事迹不详，体例不合，文字不校。
然《元史》仍不失为一部史料丰富的大型著作，它可与波斯拉施特哀丁的《史集》相辉映。
西方学者对《元史》的研究亦为时甚早。
法国汉学家宋君荣(1689～1759年)于1739年出版《元史》的部分翻译：  缄吉思汗及中国的蒙古诸王史
》。
俄国东方学者夏真特(1777～1853年)于1829年自《元史》译出《蒙古最初四汗史》。
    将纪传体《元史》改编为其他类型史书者有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4卷)与邵远平的《元史类编
》(42卷)。
其后，汪辉祖著《元史本证》(50卷)，分证误、证遗、证名三部分，是纯粹对《元史》的考据学。
清中叶后，魏源(1794～1856年)著《元史新编》(95卷)，曾廉著《元书》(102卷)，二者皆有倾向超出元
朝一代史的范围，但史料仍局限于汉文典籍。
清季，洪钧(1840～1893年)自西文译出有关蒙古帝国史文献若干篇，题名《元史译文证补》(虚目30卷
，实存20卷)，所以证汉文史料所未确者，与亦中国所未闻者。
于是《元史》研究者始知其国外有大宗与蒙古帝国有关的史料。
洪钧列举其所参考《西域书目》于卷首，其实他并未直接参考所列各书，其所译者大部出自俄、法、
英、德文著作。
按洪钧出使欧洲时在1887～1890年间，至俄国后即获得拉施特哀丁原著，但不能通晓，后多方购求多
桑著作不可得，乃先自英人霍渥尔斯与德人华而甫的书试译之，继而发现多桑著作于德国皇家图书馆
。
洪钧还参考了德人哈木耳、普尔斯达耳的书与波斯史学家术外尼著作西文译本。
其所作“驸马帖木耳补传”则本自《东罗马书》，不知其所指为何书。
在他编写《太祖(成吉思汗)本纪译证》时，参考了俄人贝勒津所译《史集》。
洪钧死时《元史译文证补》尚未付印，后由沈曾植与陆润庠于1897年刊行之。
    洪钧的书为元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步其后尘者则为屠寄的《蒙兀儿史记》(160卷)。
作者“以不囿有元一代”标榜，其批评魏源谓“身未出长城一步，其所勘订不外旧籍”，非难洪钧谓
“所据皆百年前之西书，故其说地，东略而西详”。
但作者自己却宣扬曾“从事关东五年，往来蒙兀草地数四”，说他因参加《大清会典》撰修工作而充
任黑龙江舆图局主任，“故于蒙兀初起用兵及东道诸王公地，一山一水，皆能知其古地今名，分注纪
俾中，大足补洪、魏二家之阙误”。
所惜者，屠寄亦不谙外文，他所参考的西文著作是由他的两个儿子孝实与孝宦分别译出的。
    元史学至柯劭忞(1850～1931年)的《新元史》(257卷)，可谓集其大成。
其中有采自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氏族志》)与魏源者，有得之于何秋涛(《圣武亲征录校正》)与
李文田(《元朝秘史注》)者，有录自洪钧与屠寄者。
凡洪钧所译列传皆照录全文。
柯氏编写《新元史》费时四十余年，于1922年出版，其中本纪26卷，表7卷，志70卷，列传154卷，外
附目录一卷。
作者参考过何种西文著作无从得知，但其将西域三宗藩的后裔胪列清疏则远胜洪、屠二氏书中的有目
无篇。
柯氏的书完全仿断代史的体例，以元朝一代为范围，非如屠氏企图撰修蒙古帝国史或蒙古民族史也。
    当中国元史界洞悉波斯文与阿拉伯文史料后，苦无完善的译本足供参考，不得已遂求诸欧洲文字的
著作，其中以多桑与霍渥尔斯的书为最重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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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人多桑(1780～1855年)于1834年开始出版其所著《蒙古史，自成吉思汗迄帖木儿别或达米尔兰》，
至1852年，该书全部出版，共分七卷：成吉思汗本纪；自窝阔台汗至蒙哥汗；自忽必烈至托欢帖木儿(
元顺帝)；蒙古征服波斯与美索不达尼亚；自阿尔哈汗的统治至阿鲁浑的叛乱；自阿鲁浑的即位至哈赞
汗的统治；完泽笃不赛因等汗的统治与帖木儿的出现。
多桑书曾是西方研究蒙古帝国史的权威著作。
该书的前三卷于1909年由中萃一郎译为日文。
我国学者冯承钧氏于1934一1935年先后翻译出版其全部，这一译本对我国元史学与蒙古民族史学提供
了宝贵的资料。
    霍渥尔斯于1876～1888年间陆续出版《从第9世纪至19世纪的蒙古史》。
其第一编为《蒙古本部部族与喀耳木克人》记载蒙古先世、种族源流、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与蒙
哥等四汗兼并各部之事，以及忽必烈以后诸汗等；第二编为《在俄罗斯与中亚细亚的所谓鞑靼》；第
三编为《在波斯的蒙古人》；第四编为《补续与引得》。
作者未曾完成的其他两个部分是察合台汗国史与帖木儿(达米尔兰)汗国史。
就这部书的范围言之，它并不拘限于蒙古帝国，而是一部广泛的蒙古民族史；就其资料的丰富言之，
它较多桑书所包涵的为多。
所惜者，作者未能将察合台汗国史与后期蒙古帝国史完成。
    多桑偏重蒙古帝国史，而霍渥尔斯则以蒙古民族史为内容，二者虽各有所取，但今日读者皆感觉二
书甚为陈旧和缺漏。
在现代法国史学界合作出版的《世界史》丛书内，有“草原帝国”著者格鲁塞作《前期蒙古帝国
》(1941年版)与布洼著《后期蒙古帝国》(1927年版。
冯承钧氏中文译为《帖木儿帝国》，1935年版)。
格鲁塞在其书内偏重史料，特别是《元朝秘史》的注释，末附对《圣武亲征录》内容的鉴定。
书分五章：1．成吉思汗前的蒙古；2．蒙古王国的形成；3．蒙古帝国的建立；4．蒙古帝国的转变(终
止于忽必烈对海都斗争的胜利，1301年)；5．蒙古征服的总结(是著者对蒙古帝国的评价，亦是全书最
精彩的所在)。
这本书还附录有《世界史》丛书主编卡外纳克的蒙古各汗国简史：中国、察合台汗国与印度、波斯汗
国、俄罗斯汗国、欧洲等，所以补格鲁塞未曾叙述的部分。
布洼著“后期蒙古帝国”亦着重于史料的介绍，惟不似格鲁塞的过分强调考据学。
该书内容包括：帖木儿本纪(1336～1405年)、帖木儿后裔(1405～1502年)、巴拜儿与印度的蒙古王
朝(1526～1857年)、花刺子模诸王子(基发国汗王)等四部分。
《世界史》丛书内这二部《蒙古帝国》在考证方面胜过《草原帝国》一书，但在“前期”与“后期”
间失去衔接，非如后一书的能贯串“前”“后”为一整体。
在蒙古帝国史实的叙述上，《草原帝国》则较此二书为详，而其内容范围又不只包括蒙古帝国。
    以上所述乃近百年来西人研究蒙古帝国史学的主要论著，但彼等在此方面的成就尚有史料的汇集与
专题探讨之二途。
在史料汇集方面，就常引征者言之则有下列数种。
白莱脱胥乃德于1887年后陆续出版了《中世纪东西史料研究对自第13世纪至17世纪时中亚与西亚的地
理与历史的认识》。
该书分为四编：第一编为元代西游诸家的记载，即耶律楚材的《西游录》(1219年)；乌古孙的《北使
记》(1200年)；长春真人的《西游记》(1221～1224年)；刘郁常德的《西使记》(1259年)，与耶律希亮
的《避难西域记》(1260～1263年)。
第二编为元代亚洲西部诸民族及中国史书纪元初西征事迹考证。
第三编为《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及《元史》地理志西北地考证。
第四编为明初中国与中亚的交涉、《明史》西域传及《大明一统志》的西域传考证。
《亚美尼亚文史料中的蒙古史》，分二册，于1873—1874年由巴特柯诺夫汇集和翻译。
其第一册包括瓦尔丹、奥比里安与三帕德的著作选文；第二册包括杞刺可司·干札克的历史著作。
《关于金帐汗国历史的文献集》是由铁森加乌增编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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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计划出版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史料二种，在生前只完成了前一种。
其第一册于1884．年出版，第二册于他死后由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部整理，在1941年才行问世。
    十字军战役与蒙古帝国几乎是同时代的。
十字军史的作家们对蒙古帝国的历史记载颇详，所以十字军史料亦为研究蒙古帝国史时不可缺少的参
考资料。
《十字军史历史家作品集》为法国铭文学院于1841～1906年间分十六巨册陆续出版的。
书分五编：1．西方历史家(5册)；2．法兰克人法典(2册)；3．东方历史家(5册)；4．希腊历史家(2册)
；5．亚美尼亚文献(2册)。
    德国蒙古学家史密德于1829年在彼得堡出版蒙文《蒙古源流》的德文译本，书名为《东蒙古人与他
们的王室的历史》。
《蒙古源流》8卷，原为内蒙古鄂尔多斯人萨囊彻辰台吉于1662年时所著，1777年乾隆帝敕译为汉文。
该书以佛教为纲，叙述15～16世纪蒙古诸汗的起源，蒙古诸汗与其他各汗、各封建主的关系，以及封
建制度等。
1955年，德国学者海涅士根据在库伦新发现的手抄本将萨囊彻辰书译为德文(柏林版)。
次年，在美国的剑桥由田金波翻译出版英文本，书名为《宝贝史，蒙古编年》。
在17世纪，与《蒙古源流》同时流传的还有《黄金史》，其内容与前一书大致相同。
在1858年时，该书被冈波也夫译为俄文，书名为《黄金史，蒙古编年》。
这部史书在近几年内有两个英文译本出版：一是在美国的剑桥由田金波于1952年翻译出版的《黄金史
，蒙古族简史》；一是在1955年德国维斯巴登出版的由鲍登翻译的《黄金史，蒙古编年》。
    当在中国内蒙古受佛教影响的《蒙古源流》问世时，在中亚细亚受伊斯兰教影响的《突厥世系传记
》，由基发汗国王、蒙古遗族阿不合乞八哈都儿(1605～1665年)于1663～1665年间完成。
这部书共分九卷：1．自亚当创世至蒙古汗；2．自蒙古汗至成吉思汗；3．成吉思汗；4．窝阔台及其
后裔；5．察合台及其后裔；6．拖雷及其后裔；7．术赤及其后裔；8．在乌浒河外地、克里米亚、哈
萨克与都兰的昔班汗的后裔；9．在花剌子模的昔班汗的后裔。
1854年，俄国学者萨布洛柯夫将其译为俄文，书名易为《突厥族源流》。
其后，1871～1874年，该书由法国学者戴美桑分二册译为法文在彼得堡出版，书名为《蒙古与鞑靼民
族史》。
    关于蒙古帝国史中某一些方面的专题研究，有下列几种最重要的著作：哈默尔·博格斯达尔的《钦
察金帐汗国史》(1840年，布达佩斯)；格勒柯夫与雅序博夫斯基的《金帐汗国及其灭亡》(1950年，列
宁格勒一莫斯科)；斯普列尔的《在伊朗的蒙古人》(1939年，莱比锡)、《蒙古时代》(1953年，莱顿)
；巴托尔德的《蒙古侵略下的突厥斯坦》(1898～1900年，彼得堡)；符拉基米佐夫的《蒙古社会组织
，蒙古游牧封建制度》(1928～1934年，莫斯科)。
    以上所谈可能是些多余的话，只不过介绍了一部分较为生疏的外文著作，并向我国读者谈到了著者
简历、书内大意，以及翻译上的问题。
至于后一部分史料和史书的列举，即希望补充原书应具备而缺漏的参考书目，也希望明确在这方面过
去研究的情况并烘托出本书的学术价值。
译者在巴黎时曾亲聆格鲁塞教授的《远东史》讲课，初未料及能在十数年后有将其著作之一译成汉文
之举。
惟译者知识有限，推敲乏术，离“信、达、雅”之道甚远。
尚望海内史学界与翻译专家不吝赐教，以便日后有所遵循。
    本书能顺利出版，是和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热情的帮助，辛勤的劳动分不开的。
地图的绘制得到青海省文化厅文物处的资助和考古研究所的支持，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魏英邦    一九八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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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勒尼·格鲁塞（Grousset R.） 译者：魏英邦  魏英邦（1913～1991年），青海湟源县人
，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哲学系。
1934年公费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后因二战滞留法国，在巴黎大学图书馆工作。
工作之余仍潜心学术，先后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和文学博士学位。
1952年回国，先后任职于北京翻译局、中央民院和宁夏大学，1976年退休后返回西宁。
魏英邦在巴黎时曾听过格鲁塞讲授的《远东史》课。
上世纪60年代，他以对老师的崇敬心情，几度寒暑，译出了格鲁塞的重要著作《草原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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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序  著者原序  导言 草原与历史  第一章 13世纪前的亚洲高原  第一节 草原上的古代历史：斯基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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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人  八、突厥强盛的末期——默啜可汗 九、阙特勤（Kul—tegin）与默棘连  十、东突厥帝国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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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三、可萨人 四、佩彻涅格人与钦察人  第二章成吉思汗族蒙古人 第一节成吉思汗 一、12世纪时的蒙
古 二、蒙古人中为了统一的最初尝试 三、成吉思汗的少年时代  四、成吉思汗：克烈部的臣仆  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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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七、成吉思汗皇帝 八、新蒙古帝国：国家与军队 ⋯⋯ 第三章蒙古人的后裔 附录： 
一、著者参考书目 二、草原上的动物形象艺术 三、草原艺术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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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乃颜、失都儿和合丹等王子加入了这个联盟。
一说乃颜为成吉思汗幼弟帖木哥斡赤斤的后裔，一说他是成吉思汗的同母兄弟别勒古台的子孙，他的
封地在满洲方面。
他是景教徒，马可·波罗说他在他的军旗或“脱忽”顶上安置着一个十字架。
失都儿为成吉思汗长弟哈萨尔的孙子。
合丹为成吉思汗次弟哈赤温的后代。
他们的封地也都在蒙古和满洲方面。
如果海都把他从中亚细亚和西蒙古带来的军队及时与乃颜、失都儿和合丹在满洲方面集中的武力会合
在一起，则形势对忽必烈将会变得十分危险。
 忽必烈很快行动起来。
他命令伯颜驻防于和林地区，以防堵海都。
他自己则率领大军前去满洲。
随他同行的有他的祖父成吉思汗的最忠实的战友、威名赫赫的孛斡儿出的儿子玉昔帖木儿将军。
从长江下游的人海口，帝国兵船运载大批的物资一直到达辽河口，这确实是关系到蒙古帝国命运的一
次战争。
乃颜的军队驻扎于辽河附近，用一系列的车辆作成蒙古式的防线。
忽必烈时年已72岁，坐在由四头象载的或拖拉的木塔上以指挥战争。
拉施特·哀丁告诉我们说，那天的战争是很激烈的。
最后，忽必烈获胜。
无疑这是由于如中国历史记载的人数的众多，也毫无疑问是由于汉籍兵和蒙古兵的联合。
乃颜做了俘虏，忽必烈将其处死。
因为他是成吉思汗的侄孙，把他窒毙在一条毛毡之下而不让流血（公元1288年）。
当曾和乃颜同谋的景教徒们都感到遭遇报复而恐惧时，忽必烈却没有把叛乱的责任归之于基督教。
铁木耳·完泽笃，他是忽必烈的孙子和未来的继承人，他终于彻底平定了叛乱，击溃了合丹，平定了
满洲和其邻近的蒙古地区。
 海都已失去了干涉远东事务的希望，但他仍然是杭爱山以西蒙古西部和突厥斯坦的主人。
忽必烈的一个孙子甘麻剌，担任保卫杭爱山边界以防海都的侵扰，他被海都所败，在色楞河附近被敌
人所围，在费尽努力后始获逃脱。
忽必烈虽已年迈，却认为有亲自出阵以安大局的必要（公元1289年7月），海都却以游牧人的行动远走
以避之。
这时，伯颜为蒙古地区皇室军队的统帅，以和林为中心，他于公元1293年胜利地进行了一次平乱的远
征。
同年，他的统帅职务为忽必烈的孙子铁木耳王子所代替。
伯颜被任命为忽必烈的宰相，于忽必烈死后不久的公元129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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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草原帝国》以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国家与王朝为纲，以纪事本末体的方法系统介绍了古代游牧部落或
政权兴衰更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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