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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仅详细解读了成吉思汗从家世、童年、征战直至离世的全部历史，还包含了大量的关于地
理、军事、谋略等各方面内容。
既有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又有使人身临其境的景物描写；既有简略清晰的铺陈叙述，又有绘声绘色
的人物对话，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幅起伏曲折、充满立体感的历史画卷，为我们展现了这位“深沉有
大略，用兵如有神”的英雄人物的震撼人心的一生。
本书作者勒内·格鲁塞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本书和他的另一部著述《草原帝国》被认为是研究成
吉思汗和蒙古史最重要的代表作，出版以来在全世界受到极大的推崇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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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勒内·格鲁塞（1885～1952），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一生潜心研究东方历史与文化，并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有独到见解，撰写了二十余部重要的历史著
作，其中《成吉思汗》《草原帝国》《十字军东征史》等书已成为相关领域最权威的著述。

　　译者简介：
　　谭发瑜，知名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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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密林中，某树下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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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愤怒之风席卷呼罗珊攻陷撒马尔罕以后，成吉思汗即在该诚以南奈撒夫（一作“怯失”，即今之“卡
尔希”）避暑（1220年夏），因为，在夏季，奈撒夫是河中地区最宜人的地方。
奈撒夫城地处绿洲，有伊萨尔山作为屏障。
同撒马尔罕相比，奈撒夫的草木更多，树荫生凉，草木呈翠。
而其美丽的花园之多则更胜过河中地区的首府。
成吉思汗率军来到这片草地上，休养因不停顿的奔波而疲惫不堪的军马。
夏天过去，秋天来临，成吉思汗率部来到阿姆河附近，包围位于巴里黑以北的忒耳迷城。
城里的头面人物拒绝开门投降。
但到了第十一天，蒙古人攻破了忒耳迷城，把市民全部驱赶出城，将他们分别列于蒙古军各队之间，
屠杀无遗。
有一个老妪在行将就戮之前大叫说，如不杀她，她可以献出一颗漂亮的珍珠。
蒙古人要她交出珍珠，她回答说已吞入肚。
蒙古人于是挥刀剖开她的肚子，果然取出了一颗珍珠。
成吉思汗以为其他的人也都像这个老妪一样已吞珠入肚，遂下令剖开所的有尸体，搜寻珍珠。
其间，如前文所述，蒙古军队的两翼正在到处攻击敌人。
在花刺子模，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攻破了玉龙杰赤；在波斯，者别和速别额台紧追漠罕默德苏丹，
使这位战败的苏丹穷死孤岛。
成吉思汗在阿姆河河畔指挥着各路军马的战斗。
1220年至1221年冬，他来到卡尔希河上游萨里——萨刺伊过冬。
公元1221年春，他率军从巴里黑附近渡过阿姆河，着手最后征服阿富汗突厥斯坦的行动（在这以前，
阿富汗突厥斯坦叫巴克特里亚纳，其首府是巴里黑）。
接着又征服，更确切地说是摧毁呼罗珊地区。
在这以前，巴里黑市叫巴克特雷斯市。
这座城市一直吸引着成吉思汗的注意力。
它地处一片荒凉的草原中心，是一片灌溉良好的绿洲。
在这以前，这里发生过多次敌人入侵的事件，但巴里黑都抵抗住了，所靠的是周长12公里的高而厚的
土筑城墙。
前文已说过，者别和速别额台当初首次来到这座城前时，曾只满足于该城形式上的服从。
现在，成吉思汗来了，城里的头面人物便前来向他致意。
但是，后来，成吉思汗担心这座城市会被敌人用来作为抵抗的中心，遂借口检括人口，将居民驱出城
外，不分男女老幼，尽数屠戮。
这个地区中所有敢于抵抗的要塞城市，都被他一个接一个地攻陷了。
所采取的攻城战术还是老一套：组织大批俘虏，将他们驱赶到攻城部队的前列，敢于后退者，格杀勿
论。
在这段时间，成吉思汗派他的第四个儿子拖雷去征服或者最后征服呼罗珊地区。
上一年，者别和速别额台经过这一地区时，该地区各要塞城镇只在形式上表示屈服。
现在，成吉思汗要求彻底征服呼罗珊。
呼罗珊这个波斯文地名的意思是波斯的“东方”。
这是一个很长的草原地带。
发源于帕罗帕米苏斯山脉、普什科赫山和比纳鲁山的大小河流使草原上星罗棋布的绿洲变得更加肥沃
。
这些河流灌溉了这些绿洲以后，随后就流人并消失于那个大沙漠中了。
这个大沙漠正在侵蚀着伊朗高原的腹地，就像侵蚀其周围其他地方一样。
这就是说，在这里，要种植农作物，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维护灌溉系统，以保护公园、果园。
葡萄园、小麦地、稻田、大麦地以及榆树和杨树防护林（所有这些都是呼罗珊令人赏心悦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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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人们无数世纪的艰苦耐心的垦殖，这个地区已经变成了相当富庶的地区。
在这种物质财富的基础上，波斯文化大放光彩。
波斯的荷马，史诗《列王记》的作者，不朽的菲尔杜西就诞生在徒思。
徒思还出了一位哲学家安萨里，有穆斯林世界的帕斯卡之称。
你沙不儿是诗人娥默枷亚漠的故乡，伽亚漠的带有悲观色彩的感觉主义具有东方抒情诗的一切优美与
雅致。
拖雷及其部队的到来使这片富庶的绿洲地区呈现出一片悲惨情景：在精神文化被摧毁的同时，绿洲本
身也被摧毁了，生气勃勃的绿洲变成了死亡之地，“土地死亡了”。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悲剧场面之一。
首先遭到摧毁的城市是阿什哈巴德附近的奈撒。
奈撒也是一个极为富庶的绿洲。
这里水源丰富，因而草木丰茂，园林棋布。
这个绿洲位于众多溪流之源的阔帕特——达黑山脉北麓，北临突厥蛮斯坦的险恶的卡拉库姆沙漠（“
卡拉库姆”即“黑沙”之意）。
但是，奈撒城却掩映在葱郁的树荫中，同北部的卡拉库姆沙漠的荒凉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简直是
奇迹。
拖雷分兵一万给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忽察儿（他现在已得到宽恕），让脱忽察儿去攻取奈撒。
当时，蒙古军队已攻取过许多城市，积累了丰富的攻城经验，在攻城技术，特别是在弹导学方面取得
了惊人的进步，脱忽察儿把俘虏和被征召的士兵组织起来，命他们操纵一个投射器组（共有20个投射
器）。
这些可怜的人还被迫抬着羊头撞锤去撞击城墙，凡退缩者，立斩毋赦。
经过15天不停歇的攻击，终于用投射器和羊头撞锤在城墙上打开了一个宽阔的缺口。
蒙古军趁夜色控制了城墙，天一亮就冲进了该城。
蒙古军队把居民全部赶出来，将居民集中在城外一开阔地，命令他们互相反绑其手，彼此以绳相联。
这些不幸的居民遵命而行，也不考虑自己是在做什么。
如果他们拒绝互相捆绑而分散逃入附近深山，他们中大部人是可以逃脱的。
但他们乖乖地互相绑了起来。
等他们互相绑好以后，蒙古人便围上来，瞬时万箭齐发，有如雨下，所有男人、妇女和孩子尽登鬼殿
，无一幸免。
这样被射杀的市民达7万人之多。
接着，脱总察儿移军进攻你沙不儿。
你沙不儿是当时波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是呼罗珊省的首府，正处于繁荣时期。
该市的北面有一条发源于比纳鲁山脉的桑加瓦尔河。
据阿拉伯地理学家说，你沙不儿有12条引水渠，渠水引自桑加瓦尔河，不但确保了70家磨房的正常运
转，而且使大部分家庭得到了充足的用水，所有的林园也得到了很好的灌溉。
这个绿洲的田地里出产大米和其他谷物。
郊区一片葱绿，远近闻名。
最后，从政治角度来看，你沙不儿的人们还能记起逝去不久的时代：你沙不儿市曾是塞勒术克王朝时
代伊朗的首都之一。
在几个月以前，者别路过此地时还只是“警告”这个城市的人，现在脱忽察儿则要攻占它。
但是，在攻城的第三天（公元1220年11月的一天），他被从城上飞来的一箭射死了。
接替他指挥这支蒙古军队的将领知道自己没有力量攻战这座城市，遂解围而去，准备以后再来报仇。
他把他的这支部队分作两队，他自己带领一队去攻萨布扎伐尔（该城位于你沙不几市以西约100公里处
）。
三天后，他攻下了萨布扎伐尔城，把全城7万居民尽数杀戮。
另一队向徒思进发，攻取了该县各城堡，居民尽被诛杀。
拖雷本人在第二年初才开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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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攻击的予头首先指向位于木尔加布河下游的大绿洲马鲁。
马鲁这个绿洲城市工业发达，贸易兴旺，因而上个世纪它曾作为塞勒术克王朝辛扎尔苏丹的首都在政
治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个绿洲以盛产细棉花而知名，它出口棉花，也出口布匹。
它还以蚕丝业闻名于世，它出口粗蚕丝，也出口丝织品。
城内纺织品区，铜器商区和陶器商区，是中东商人经过此地时必然光顾的街区。
城市的奇观之一是辛扎尔苏丹陵墓，行人从距此一日路程以外的地方就可以看见那巨大的呈鲜艳青绿
色的穹顶。
拖雷率领人马抵达马鲁城下。
他的这支军队有7万人，其中部分是从已被征服的各州中征发而来的新兵。
该城守军曾两次突围，均以失败而告结束。
最后，守军表示愿意投降（公元1221年2月25日），拖雷命令居民携带随身最珍贵衣物出城。
他命人在城外平野上为他设一金座，他端坐于金座上，首先命令押上所俘该城之将士，当着他的面将
他们全部斩首。
接着，他着手处理市民。
他命令将市民中男人、妇女和儿童分开。
当此妻离子别之时，市民大哭，哭声震天。
这些不幸的市民被分置各军营，几乎全部被杀死，惟有400名工匠和一些童男童女得以幸免，但他们也
将沦为奴隶。
蒙古军严刑拷打该城200名富人（富商和地主）逼他们说出所藏匿之财宝。
蒙古军队掘开确保灌溉马鲁市郊区的木尔加布河河堤，繁荣的马鲁于是又变成了一片荒凉。
这个产生《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古城，只剩下了一些小土堆（那是古代各宫殿的遗址），一些釉砖堆
以及残破的墙垣，“苏丹要塞”塔。
唯有辛扎尔清真寺还近乎是完整无缺，那虽已遭到损坏的穹顶仍然直指苍穹。
只有这座清真寺还能证明这座城市曾有过光荣的历史。
摧毁马鲁市以后，成吉思汗家族的年轻将领拖雷急于为5个月前被你沙不儿人射杀的姐夫脱忽察儿报
仇，遂率领部队向你沙不儿进发。
从马鲁到你沙不儿只有12天的路程，拖雷很快就来到你沙不儿。
深知自己没有任何被宽恕的希望的你沙不儿居民，遂加固城墙，准备拼死抵抗。
他们在城上部署了弩炮或发弩机3000门，发石机500架。
但蒙古军队在城周围部署的攻城器械也很齐备：发弩机3000门，发石机300架，火油投射机700架，云
梯4000架，炮石2500担。
面对如此强大的“炮兵部队”，城内军民很快就丧失了坚守的勇气。
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见拖雷，请求宽恕。
但是，拖雷拒绝任何和解，下令立即攻城，昼夜攻击不止。
一天早晨，城周围的壕沟已经被填平，城墙被打开了70个缺口。
1万蒙古军已登上城墙。
拖雷的部队从四面八方拥入城内，所有的街道和房屋都成了厮杀的战场。
公元1221年4 月10日，你沙不儿全市被蒙古军占领。
脱忽察儿的遗孀成吉思汗之女带着四万人隆重入城。
这1万人进城后，所见辄杀，猫犬不留，整整屠杀了4天。
拖雷听说以前在马鲁屠杀时，居民匿于积尸中而得免于死者甚众，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况，他下令
在你沙不儿大屠杀时一律斩下死者之头。
他还命令将这些被斩下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头分别堆积，各聚之为塔⋯⋯蒙古军毁灭这座城市足足
花了15天时间。
根据其一惯的作法，拖雷只将该城技术熟练的工匠（400人）免死，命人好生看管他们，准备将他们徙
至蒙古听候使用。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的那个女儿离开你沙不儿时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她已为丈夫脱忽察儿报了仇。
拖雷离开你沙不儿，挥军向东南方向前进，去围攻位于帕罗帕米苏斯山侧的也里城（即今赫拉特市）
。
也里也是一位于草原和沙漠中的绿洲，更确切地说，它在绿洲——走廊的中心。
绿洲——走廊是指长200公里的赫里河河谷地带。
在该河谷两侧山麓，村庄接连不断，农田、葡萄园和果园环绕着每个村庄。
到处可见的地中海松和榆树郁郁苍苍，烘托着这一带田园风光。
而在大小溪流两岸，杨树茂密挺拔，俨然是一派森林景象。
拖雷来到也里城下，遣使勒令也里居民投降。
但是，该城城主杀了拖雷派去的使节，鼓励军民死守城池。
城中军民抵抗了8天，由于城主战死，所以表示愿意投降，条件是饶他们不死。
拖雷答应了他们的求和条件。
最后，拖雷只屠杀了守城的突厥将士（共杀12000人），恪守了不屠杀居民的诺言。
随后，他率部离开也里，前往塔里寒同其父汗成吉思汗会师。
席卷阿富汗的风暴攻取了巴里黑和塔里寒以后，成吉思汗来到巴克特里亚纳山区避暑（公元1221年夏
）。
避暑结束后，他又率领大军越过一道大山屏障，向南挺进。
这道大山屏障从东向西，从兴都库什山脉到帕罗帕米苏斯山脉，连绵不断，是前往巴克特里亚纳地区
与阿富汗中部地区的分界线。
在这道屏障的中心点，即帕罗帕米苏斯山脉与兴都库什山脉相接处（北面）和兴都库什山脉与科赫伊
巴巴山相接处（南面），有一个名叫巴米安的城市。
这是一个具有首要战略地位的城市。
这也是一个充满历史古迹的地方：首先是那布满古代佛教石窟的峭壁，6个多世纪以来，石窟中一尊
尊巨大的塑像（高达35米到53米）一直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巴米安河谷，凝视着河谷里的流水、庄稼、
杨树和柳树丛。
在这面凿有佛教石窟的峭壁的对面是建于公元13世纪的穆斯林城堡，这座城堡好似一个孤独的了望哨
屹立在查里戈尔戈拉高地之上。
在西征以来所攻破的城池中，巴米安城使成吉思汗付出的代价最大。
他的一个名叫蔑忒干的孙子被该城守军飞来一箭射杀了。
蔑忒干乃察合台之子，成吉思汗十分疼爱这个孙子，视之为掌上明珠。
他为孙子报仇心切，即日下令攻城。
据后来的一部编年史记载，当时他“光着头”，亲负矢石，参加战斗。
在他这股怒气的感染下，将士纷纷攀登云梯，奋勇冲入城内。
成吉思汗命令：屠尽所有有生命者，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不取任何俘虏，杀死所有的人，包括杀死母
腹中的胎儿；不取任何战利品，一切都在摧毁之列；今后不许其他任何人居住这个“该死的城市”。
蒙古军队严格地执行了他的这些命令。
查理戈尔戈拉高地至今仍是荒无人烟，这种荒凉的景象是当年成吉思汗痛苦和愤怒的明证。
多洛特先生曾记载道：自从发生那起悲剧性的事件以后至今，在这个荒凉的死气沉沉的山上，一切仍
是原样，破败的景象没有任何改观。
我顺着一条小道艰难地攀登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山顶。
举目四望，所见无非疲墟。
在这一片废墟中，城堡主塔还立在那里，算是这个城堡的最高遗迹。
这个地区气候十分恶劣，但7 个世纪以来，恶劣的气候变化，剥蚀一切的凄风苦而，都没有损坏这几
堵普通的泥墙。
狼藉的破砖碎瓦，简陋的陶器碎片，当年建筑用的卵石和彩釉陶瓷碎片彼此混杂在一起。
在这片阴森可怖的混乱中，只有那彩釉陶瓷碎片还在闪烁着光彩，显示着当年波斯陶瓷的装饰图案和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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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巴米安的战役结束时有这样一个插曲，人们从这一插曲可以如实地了解到成吉思汗对在残酷的战
争中丧失亲人的遭遇所持的态度。
年轻的蔑忒干被巴米安守军射杀时，他的父亲察合台没有在场。
在巴米安被攻陷并摧毁时，察合台来了。
成吉思汗命令部下不准向他透露蔑忒干已战死的消息。
一连好几天，成吉思汗等人总是编造一些谎话来瞒察合台，说蔑忒干另有任务。
几天后，成吉思汗同三个儿子（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同桌进餐。
席间，成吉思汗假装对这三个儿子发脾气，说他们现在都不听他的话了。
他一边责备一边用目光盯着察合台。
察合台顿时诚惶诚恐，当即扑通一声跪下，发誓说他死也不会违抗父汗之命。
成吉思汗又向他重复了几遍上述斥责之词，最后他问察合台道：“此话当真？
汝果能践所言么？
”“如若食言，”察合台大声说，“甘愿受死！
”“好，”成吉思汗说，“蔑忒干已被敌人射杀。
汝不得哭泣悲伤。
”对察合台来说，这简直是一声晴天霹雳。
但他竭力忍住了泪水。
但是，饭后，他找借口跑出营帐，躲在一处痛哭了一场，借泪水安抚他那颗破碎的心。
花刺子模帝国王位继承人扎兰了王子逃到了位于巴米安东南约150公里处的哥疾宁城。
这个城市建于突角形的山崖上，孤零零地处于吉尔寨地区的高山草原之中。
吉尔寨北面是一派新的山峦，山峦绵延而去，至远方与科赫巴巴相邻。
在哥疾宁，扎兰丁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骑兵门万人）。
这支骑兵中部分是突厥雇佣军，部分是阿富汗土著兵。
一支蒙古军队前来围攻哥疾宁附近山区的一个要塞，竟被扎兰丁的军队击溃，损失了1000人。
成吉思汗听说扎兰了又出现了，遂派“义弟”失乞忽秃忽率领一支军队（约3万到4.5万人）前去作侦
察性进攻。
失乞忽秃忽的军队同扎兰丁的人马相遇于八鲁湾城。
这个八鲁湾城很可能不是位于喀布尔以北喷赤哈尔河谷中的那个八鲁湾市，而可能是位于喀布尔以南
卢加尔可源处的那个也叫八鲁湾的城市。
两军相遇，激烈厮杀了一整天，不分胜负。
天黑以后，双方鸣金收兵，各自退回本营。
夜间，失乞忽秃忽心生一计：命令每个骑兵缚一毡像人于从马上，以使敌人误认为他又有了援军（这
一计策差点儿获得成功）。
第二天一早，扎兰丁手下的将领看见蒙古军排成两列，果然以为其他的蒙古骑兵已赶来增援失乞忽秃
忽，便提议撒退。
但是，扎兰了却坚持要厮杀，不许后退。
他命令所有的骑兵下马，各人将马缰绳系于腰带上，沉着地站在那里等待蒙古人进攻。
战斗又开始了。
蒙古骑兵猛冲过来。
但是，扎兰了军队一齐张弓攒射，矢如雨集。
蒙古军被迫后退，准备重新组织冲锋。
失乞忽秃忽挥军第二次冲过来，眼看就要冲到敌人的阵地。
就在这时，扎兰了突然响号角，他手下的将士一听，迅疾飞身上马，向蒙古军反扑过来，喊杀声震天
。
扎兰了军队仗着在数量上占优势，便拉开战线，企图将蒙古军团团围住。
失乞忽秃忽命令部下视其秃黑（他的军旗）所向，冲突敌阵。
但这时，蒙古军队见自己行将被包围，遂大溃，各自策马奔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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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战场上溪涧冲沟纷错，蒙古骑兵奔至沟边，来不及收缰，马匹纷纷颠落。
而扎兰丁的骑兵却稳骑马上，挥刀大肆劈杀。
就这样，这支蒙古军队大部被消灭了。
扎兰丁的军队素以残酷著称，比人们常常责备的蒙古军残酷得多。
例如，他们把铁钉钉进蒙古俘虏的耳朵，以此取乐。
部分蒙古军狼狈退出八鲁湾。
蒙古军队的声威难道就这么完了吗？
得悉失乞忽秃忽溃败，成吉思汗克制住了自己的愤怒情绪，怒而不形于色。
这是他的天才的秘密之一。
当时，他仅对失乞忽秃忽说：“汝失乞忽秃忽扭于常胜，未受挫折，今遭此败，当以为戒。
”成吉思汗立即行动，亲自率领南行，向哥疾宁方向疾进。
在两天的急行军中，马不停蹄，军不及炊，沿途但以啖米充饥。
来到八鲁湾战场后，他命令失乞忽秃忽解说当初两军对阵的情形。
失乞忽秃忽只好如实汇报当初厮杀的情况。
成吉思汗听完，便责备失乞忽秃忽指挥失当，不善于选择作战的有利地形。
尽管他对失乞忽秃忽充满友情，但他仍严肃指出，失乞忽秃忽应对这次失败负责。
成吉思汗率军进至哥疾宁城下，方知扎兰丁已不在此城。
原来，在取得出于预料之外的八鲁湾大捷以后，扎兰丁属下的阿富汗人和突厥人之间即出现不和，导
致部队分裂，各部引军散去。
在这种情况下，扎兰了自知无足够力量守城和抵抗蒙古大军，于是率领本部人马向印度——阿富汗边
界逃遁，来到般扎卜（即旁遮普）。
成吉思汗下令部队全速前进，跟踪追击。
蒙古大军深夜赶到申河岸边时，花刺子模王子扎兰丁正在为次日（122 年11月24日）晨渡作准备。
成吉思汗马上命令部队布阵数列，向河岸作堰月形，进围扎兰丁及其为数不多的军队。
次日黎明，蒙古军发起攻击，冲向扎兰了军队，击破其防线，击溃其两翼人马。
蒙古军队的偃月形包围圈越收越小，步步进逼扎兰丁。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成吉思汗禁止将士放箭，因为他想活捉扎兰丁。
花刺子模王子扎兰了英勇奋战，一直坚持到中午。
最后，他发现无法冲出重围，遂易健马，作最后一次猛烈冲锋，以摆脱对方的纠缠。
经他这一冲，蒙古军队便稍稍后退了一些。
这正是扎兰丁所希望的形势。
正在蒙古军稍往后退时，他突然勒转马头，打马向申河岸边冲击。
他自负盾牌，手持军旗，飞马奔上两丈多高的河岸，纵马一跃，连人带马投入申河，鬼水追去，抵达
对岸。
成吉思汗飞马来到陡峭的河岸。
手下将士欲赴水追捕扎兰丁，成吉思汗力阻之，并指示其诸子，要他们向扎兰丁的勇敢精神学习。
在这次战役中，扎兰丁是唯一坚持同成吉思汗作对的人。
成吉思汗对扎兰了采取了宽厚大度的态度，更确切地说是骑士式的英雄敬雄的态度。
但对于扎兰丁手下的人，成吉思汗却表现得像往常那样严厉。
扎兰丁纵马跃入申河岛水而去时，他手下的一部分士兵也跟着跳下水，向对岸游去，另一部分士兵则
留在此岸，没有跳下水，成吉思汗见此，便命令部队向跳下的扎兰丁的士兵放箭，将这些士兵射杀水
中，并命令将留在此岸的这部分扎兰丁的士兵全部杀死。
落人蒙古军手中的扎兰丁之诸子也被无情地处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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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提起“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名字，在中国（且不说在世界上）已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但是，对于成吉思汗的家世，他童年的苦难，他创业的艰难，他的雄才大略，他的哀乐喜怒，以及他
的功过曲直，是非长短等等，知道得较为清楚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成吉思汗戎马一生，搏击一世，在统一蒙古各部，出兵南下，挥师西征以后，就溘然长逝了。
但是，他的战马的铁蹄留下的回声，却一直在震撼着人们的心；赞誉者有之，咒骂者有之，谈成吉思
汗色变者亦有之。
从中国到波斯，从波斯到欧洲，学者们争相了解他，研究他，探索着他之成为“一代天骄”的秘密。
勒内·格鲁塞就是这些学者之一。
    勒内·格鲁塞，法国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生于1885年，卒于1952年。
勒内·格鲁塞一生潜心研究东方历史和文化，写出了二十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十字军东征史》（写
于1933—1936年），《草原帝国》（写于1942年）和本书（写于1944年），是世界历史名著。
他还专门撰著了《中国历史》（写于1952年）一书，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
他为历史学的发展，为向世界介绍东方文化和历史，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他对世界历史学的杰出贡献，使他成了著名的学者，被接纳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公元12—13世纪，漠北历史进程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推上了成功的顶峰。
当时蒙古地面部落星罗棋布，互相兼并残杀，最后形成几个大的部落联盟：东部有塔塔儿部，北部有
蔑儿乞惕部，中部有克列亦惕部，西部有乃蛮部，还有作为著名纵横家扎木合为首的札答阑部等等。
同这些庞大的部落联盟相比，蒙古部是一个较为弱小的部落。
各部落联盟之间互相攻伐，争战不休，战争变得越来越残酷，严重地阻碍着蒙古历史的发展。
在这种分裂混乱中，人民渴望统一和安定。
时势造英雄。
成吉思汗顺应了这一历史要求，成就了统一大业。
本书作者一再强调指出了这一点，叙述成吉思汗如何得人心，如何满足人们要求统一的愿望，如何使
统治的民族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过程。
蒙古高原上各部族在成吉思汗的旗帜下统一起来，作为独立的实体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而极大地
促进了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成吉思汗对蒙古族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成吉思汗超过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其他许多杰出领袖人物（匈奴的冒顿，突厥的土门、室点密
兄弟，回纥的怀仁可汗，等等）的地方，是他能够坚定不移地将草原帝国的疆域从大漠之边向南推进
到华北，为他的继承者进而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自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北部长期陷于割据状态。
至契丹占据幽云16州，白沟河便成了辽、宋两国不可逾越的深渊，河北三镇之地几成化外。
12世纪初女真南下，更把中国从淮河中流拦腰切断，分成两个天下。
此外，西北有哈剌契丹（西辽）和夏，西南有大理、吐蕃。
他们都各自为政，互相攻伐，把中国弄得四分五裂。
当时这些割据政权，大都委靡不振，偷生苟活，没有一个能担当起统一全国的责任。
成吉思汗以勃兴的武力，迫降畏兀儿，灭亡西辽，臣服西夏，击败金朝，扫除各族间的疆界，消灭分
割汉族的墙壁，为后来的元朝建立大一统局面准备了条件。
成吉思汗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卓越贡献正在于此。
所以，毛泽东同志曾称成吉思汗是“一代天骄”，把他与中国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提并论
。
成吉思汗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之一，这是毫无问题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的杰出人物统一中国，他所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的政
权，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也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贡献。
那种所谓“正统”的观念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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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为当时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当时蒙古军队的南下，也给封建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中原地区带来了一些落后的制度和影响，在
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期中对内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起了若干消极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应当看到的
。
    成吉思汗的西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现象。
他对花剌子模帝国的征讨是由于对方无理挑衅，对欧洲的远征是追逐夙敌的连锁反应。
西征的结果，一方面，它确实给中亚、西亚以及欧洲不少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严重破坏了
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这一基本事实，应当首先看到。
但另一方面，西征客观上冲破了亚欧各国的此疆彼界，沟通了东西交通，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
成吉思汗从动身西征起，就采用中原的交通制度，在通往西域的大道上，开辟“驿路”，设置“驿骑
”、“铺牛”和“邮人”，把中原旧有驿站系统延伸到西域。
这一艰巨事业一直持续到他的子孙后代。
西征时带去了大批汉族技术人员，沿途劈山开路，修筑桥梁，改善东西交通条件。
为了维护道路上的安全，他还特别在交通大道上设置护路卫士，颁布保护来往商人安全的札撒，出现
了东西交通畅通无阻的时代。
中国的创造发明如火药、纸币、驿站制度等输出到了西方，西方的药物、织造品、天文历法等也输入
到了中国。
明初郑和西使，可以看做是元代海外交通事业的继续和发展。
而这一事业的开创者，正是西征时的成吉思汗。
所以，成吉思汗的西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
本书作者一反波斯一些历史学家一概否定和咒骂成吉思汗西征的态度，力排众议，既指出了西征对当
地造成的破坏，又指出了花剌子模帝国苏丹应当担负的挑起战争的责任，指出了成吉思汗维护和发展
东西方贸易往来的正当愿望。
这种全面地、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态度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当时的蒙古地区，各部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各部落的贵族争夺霸权的斗争，迫害、摧残成吉思
汗一家的是敌对部落的贵族集团，与对方的人民群众没有关系。
同样，迫害成吉思汗祖宗的是金王朝的统治集团，与金国的普通百姓没有关系。
杀害成吉思汗的使臣和商队的是花剌子模帝国的统治者，与花剌子模的百姓毫无关系。
这些民族和国家的人民都处在被统治地位。
成吉思汗利用民族矛盾进行复仇，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对方民族和国家的人民，这是成吉思汗为实现
统治欲望而采取的手段。
这里，涉及复杂的民族问题，也涉及复杂的政治问题。
    总的说来，本书作者在写那个时期的重大事件和写成吉思汗这个历史人物时，态度是严肃的，客观
的。
全书叙述了成吉思汗的家世，童年，征战，直到逝世的全部历史。
本书向我们揭示出：一个民族，通过自身的努力，是可以由弱小变成壮大、由落后变成先进的。
对中国，是如此；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也都是如此。
这一点，对后人是有启发意义的。
另外，作者在本书中突出描写了成吉思汗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从谏如流的优点。
作为一个叱咤风云但又目不识丁的一世之雄，在7个世纪以前就能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
本书史料十分丰富，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地理、历史和军事知识。
在艺术上本书也颇具特色。
书中既有壮阔的战争场面，又有使人如身临其境的景物描写；既有简略地铺叙，又有绘声绘色的人物
对话，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有起伏，有曲折，充满立体感。
在重大事件上大笔挥洒，在间歇处细笔描绘。
好似一部交响乐作品，既有金戈铁马，动人心魄的乐章，又有娓娓动听的小调插曲，从各个角度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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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样一位“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英雄人物。
作者在撰写此书时使用的是散文笔法，作品的散文风格非常突出，具有一种散文美。
在世界上，研究蒙古史和成吉思汗的书籍和资料浩如烟海。
作者从大量史料中选取足以表现成吉思汗一生的材料，加以整理，组织成一部紧凑的巨著，信笔写来
，有如行云流水，毫不给人以堆砌史料的枯燥感，没有大家手笔是很难做到这一步的。
    关于本书的翻译，有几点需要说明：    一，本书不是历史论著，而是历史人物传记作品。
但既是历史人物传记，就有两层意思需要考虑，一是“历史”，二是“传记”。
对于历史学，本译者是门外汉，因此只能采取老老实实、严肃认真的态度，不武断，不杜撰，尽量做
到一些专门译法查而有据。
为此，译者在翻译此书过程中，阅读和参考了七八部历史论著，查阅了《世界通史》和《中国通史》
的有关章节。
但尽管如此，仍难免会有错误。
愿蒙海内有关学者之法眼垂青，更希广大读者之批评指正。
关于本书中的译名，各种有关著作之问极不统一，都是研究专著，究竟以哪部著作的专门名词译法为
准，笔者曾一度颇费踌躇。
最后斗胆决定，关于写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和南征部分，人名和地名等专名按《蒙古秘史》的译法
；关于写成吉思汗西征部分，译名按国内出版的有关译著翻译。
个别译名有改动，例如“铁木真”，《蒙古秘史》中作“帖木真”，这次根据本传记作者的解释译作
“铁木真”。
    二，本传记由于不是历史论著，所以对有些史料没作详细考证，关于背景的注释也极少。
但书中涉及的背景知识较多，不了解这些背景知识，阅读起来多有不便，甚至会发生误会。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特根据有关史料增加了一些注释。
    三，译稿对原著题目稍作改动，个别文句略有删节。
    由于本人学识浅薄，加之时问仓促，翻译中定会有错误之处，切望读者和有关专家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承蒙许多同志提供了大量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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