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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地理探索与发现的图书，是专家学者写给广大社会公众的高品位的通俗读
物。
内容上自三千年前传说中的周穆王西巡，下迄最近几年来对天坑群、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探索与发现。
在具体内容的选择上，本书不拘泥于传统概念，将古往今来因政治、军事、外交、宗教、迷信以及科
学考察、学术研究等原因所导致的中国人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认识与发现，都纳入了“中国地理
大发现”的范畴。
除了著名的徐福东渡、张骞通西域、玄奘印度取经、郑和下西洋、徐霞客的地理考察活动，本书还对
班固、甘英、法显、丘处机域外活动以及王士性的宦游、沈括的地理学创见、李四光地质学理论、竺
可桢的西湖生成说以及谭其骧的历史地理发现等，都做了详尽的介绍和诠释。
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次地理考察和重大发现，是本书介绍的重点内容。
许多不为公众所知、默默无闻的地理学家及其学术创见，在本书中都得到充分的表现。
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空间范围，本书所呈现的“地理大发现”的内容都十分丰富。
 
    本书图文并举，雅俗共赏。
文字通俗流畅，图片丰富清晰；封面装帧考究，图文版式新颖合理。
捧读本书，足不出户就可与书中人物一同观赏大千世界的无穷魅力，领略大自然的神奇造化，感受和
体验探索发现的艰辛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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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阿祥， 1963年出生，安徽桐城人。
自幼好历史、地理与文学。
35岁前，先后在复旦大学读历史本科与历史地理研究生，在南京大学得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1986年至今，出版专著及各类大小册子十多种，发表论文与长短消闲文字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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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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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常德与《西使记》　　蒙古帝国时代，真可谓中西交通频繁的时期。
在耶律楚材、乌古孙仲端、丘处机等因各自原因先后远行西域并留有行记之后三十余年，又有一人远
赴西域，他便是蒙古蒙哥汗时奉命出使伊儿汗国的使者常德。
常德在《元史》中无传，可见其于出使一事外，别无事迹可资传记，故无从考其本人情况。
蒙哥汗九年（1259年），常德奉蒙哥汗之命前往伊儿汗国朝觐旭烈兀，于次年返回，“往返凡一十四
月”。
到蒙古中统四年（1263年）时，刘郁笔录其出使行迹，整理成《西使记》一书。
　　伊儿汗国的建立是蒙古第三次西征的结果。
1253年，蒙古大汗蒙哥派其弟旭烈兀西征。
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推翻了阿拔斯王朝阿拉伯帝国，占领伊朗全境，后来就以大不里士为中心
建国。
1264年，忽必烈正式册封旭烈兀为伊儿汗，其汗国即称伊儿汗国，疆域东起阿姆河，西至地中海，北
自高加索，南抵印度洋，为当时蒙古四大汗国之一。
　　常德与耶律楚材、丘处机俱为西行，路线却颇有不同，常德是直接从当时蒙古都城和林（今蒙古
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方）出发越蒙古高原前行的，所以《西使记》中记录了一些前人未曾到过的
地方，在地理学发展史上颇具发现意义。
　　常德“自和林出兀林中。
，首先“西北行二百余里，地渐高”。
地势越走越高，以致其时虽当酷暑而雪不消融。
他途中还经过沙漠。
之后常德又转向西南行进，经过准噶尔盆地，地势开始越走越低，“行三百里，地渐下。
”　　不久，常德又经过了“河阔数里”的昏木辇和龙骨河。
“木辇”，在蒙古语中即为“河”的意思，昏木辇或即浑河，后人考证认为应是察拍罕河，也有人认
为即哈喇额尔齐斯河。
龙骨河指今天的乌伦古河。
常德沿乌伦古河向西北方向前进，并于沿途记下了乌伦古河流域诸多物产风俗情况，如这一带“近五
百里，多汉民，有麦黍谷”；在乌伦古河下游，是“约千余里”的乌伦古湖（即今布伦托海），《西
使记》里称其为乞则里八寺。
常德注意到这里“多鱼，可食”，而且当地人民懂得以水力带动磨盘。
常德对西域乌伦古河流域的地理考察与描绘，弥补了前人文献中未有记载的缺憾。
　　再往西行，来到业瞒城（今额敏），向西南，又过孛罗城，亦即耶律楚材《西游录》中的不刺城
。
这一段行程所经之地，“所种皆稻麦”，说明农业较发达，且与中原相似。
山上多生柏树，但却不能长成大株，惟盘石而生，这是西域山地气候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在孛罗城，常德还观察到城中居房“肆囿间错，土屋窗户皆琉璃”，这反映了孛罗城的繁华。
　　离开孛罗城后再向西南行二十里，经过由汉民把守、“关径崎岖似栈道”的关口铁木尔忏察，即
来到阿里麻里城。
该城耶律楚材及丘处机均曾先后到过，常德对此城的描述一如前人。
常德同时还提到南面的赤木儿城，这座城市在前人行记中未曾提过，位置大约在今水定西北。
常德对其居民、物产情况也做了一番较详细的考察记录，如其居民“多并、汾人”；其地有伤人的类
虎兽、毒蜘蛛；沿此城往西，流通使用金银铜钱，钱上有铸字而无孔方等等。
　　其后常德渡过了伊犁河，翻过亦堵山（今外伊犁阿拉套山），迤逦行进到原西辽故都虎思窝鲁朵
一带。
当年的繁华都城，如今已因多年的战争而“多故垒坏垣”了。
在这里，常德发现有楚河的支流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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