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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共存的共同体，中国古代文化也是在多样性的碰撞和交融中发展的开放
性的文化。
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不但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也不吝于向外传播中华文化。
古代中国，交通甚为不便，走出国门不但需要巨大的勇气，而且更是对体力、智力甚至财力的考验。
从方向上来看，大致方向有向西、向南、向东。
古人往西方去，曾到达现在的中亚、印度等地。
多为陆路，或乘车，或骑马，或步行。
到中亚的原因大多是出使别国；到印度的，大多是真心追求佛学交流的弟子。
行路甚难，谓之“西行记”。
古人往南方去，曾到达现在的东南亚等地，都是海路，出行原因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个人兴趣方面
的。
交通只有航海一种，在只有帆船的古代，出海是对身体和毅力的极大考验，这在古代是极为难能可贵
的。
航海是一项高风险性的事业，尤为值得敬佩，谓之“南航记”。
古人往东方去，曾到达如今的日本、朝鲜半岛等地。
到朝鲜半岛的都是陆路，多为政治原因；到日本只能靠海路，大多是为了佛教交流、游学等。
海上航行艰难，天气多变，甚至有台风等灾害性天气，有时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途中艰险自不待言
。
中国和日本在文化上有诸多共通之处，文化交流较为深入。
游学一方，痴心不改，谓之“东游记”。
从时间来看，东汉以前，中国与现在的中亚地区(古代西域的一部分)的小国家接触比较多，外出的中
国人大多是代表国家出使外国，著名的有张骞、冯燎、班超。
有唐一代，国家强盛，文化繁荣，对外交流实行开放政策，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日渐增多，代表唐朝到
印度等国出使的传奇人物王玄策等自不必说，民间交流活动也大大增加，到印度取佛经、到日本交流
佛学在此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著名的有玄奘、义净、鉴真等。
元朝是一个大统一的时代，也是各种思想剧烈碰撞的时代，走出去的中国人既有纯粹出于个人兴趣的
旅行家汪大渊，也有不远万里奔赴中亚的传道士丘处机。
明清时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民间的文化交流基本绝迹。
外出的中国人以官方派遣的外交使者居多，出现了海上英雄郑和、智勇双全的赵秩等。
古代中国，无数优秀的华夏儿女克服重重困难，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这些走出去的中国人，有代表政府、不辱使命的外交使者，也有纯粹的民间人士。
有朝廷任命的，有自由自在的，有官府禁止出行的，甚至还有迫于当时隋形不得不出走他乡的。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中国人勇敢地走出去，都为古代中国的对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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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开历史的画卷，我们可以看到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了走向域外的历程。
    公元前十一世纪，箕子率领千人来到朝鲜半岛，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掀开了中国人大规模走向世
界的序幕。
    公元十五世纪初期，郑和声势浩荡的七下西洋，是古代中国人走向海外的高潮⋯⋯    面对未知的世
界，中国人不是畏惧退缩、裹足不前，而是勇敢地走出国门，走向外面的世界！
    翻开本书，你会看到前辈们的足迹和一个个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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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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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西行记第一章 神游欧洲的周穆王我们今天在雅典卫城帕提农神庙的女神像身上，在意大利
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们所穿
着的丝绸服装，轻柔飘逸，美妙动人。
这些柔软的丝绸，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经大量转运到了西方世界。
据古书记载，最早将丝绸作为国礼带到外国的是公元前l0世纪西周的周穆王。
按照周穆王当时走过的路线绘成的线路图，差不多就是相隔800年后张骞出使西域所遵循的古道。
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周穆王是怎样将丝绸馈赠到沿途各国，丝绸又是如何流转到欧洲的呢？
千百年来，种种疑问萦绕在人们的心中。
不恤国是，肆意远游历史是古老的，可是历史却是人们不能忘记的。
据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西方和中国的古籍都保存了有关东西交往的记载。
这些最初的记载片言碎语，比较零散，有的已经和神话混为一谈了。
尽管如此，这些最早的记载和神话传说，仍然可以反映出远古时期东西交往的一些情况。
据古书记载，最早出访各国，并将丝绸作为国礼赠送出去的县公元前10世纪西周的周穆王。
周穆王时期（前976-前922），周朝国力强盛，周王朝在西部的影响已经扩展到很远的地区。
周穆王个人，也是一位爱游玩的君主，这一点，可见于先秦史书及六朝志怪小说里。
《列子·周穆王》记载：“穆王不恤国是，不乐臣妾，肆意远游。
”当年，周穆王终日躺在龙椅上，闭目养神、不思国事。
大臣们急切地看着穆王，他们多么希望穆王可以睁开眼睛，那样，他们就可以商讨国家大事了。
臣子们都清楚，穆王养神的时候，是任何人都不可以打扰的，如果穆王龙颜大怒，臣子们将无安宁之
日。
所以，他们只有静静地等待，焦急地盼望着穆王睁开眼睛。
就这样，臣子们在耐心地等待，穆王却是沉浸在梦里西游的狂欢中，臣子们还是忠诚地看着穆王，他
们相信穆王会醒过来的。
突然，穆王从龙椅上跳了起来，眯着惺忪的眼睛问：“寡人这是在哪里？
”臣子们说道：“陛下在宫殿里呀！
”穆王定了定神，长吁一口气，又斜靠在龙椅上，闭上了眼睛。
臣子们失望了，有的紧蹙着眉头，有的轻轻地摇头。
宫殿安静了，只有微弱的呼吸声。
对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主来说，他的后宫意味着六宫粉黛、三千佳
丽。
可是历史上的周穆王，却不喜欢女人，不喜欢后宫。
后宫在穆王的心中，只是休息的地方而已。
白天，穆王总是黏在龙椅上，想着远游的事情，如果不是夜幕降临，恐怕穆王都不想离开他的宝座。
回到寝宫，穆王在侍女的伺候下，洗脸更衣，躺上床。
妃子早已躺在床上，她伏在穆王的耳畔，轻语道：“臣妾好想念大王。
’’穆王翻身，背对着妃子，说道：“夜已深，爱妃早些歇息，寡人累了。
”说罢，又闭上了眼睛，想着白天梦里西游的事情。
妃子满心欢喜，却被泼了一盆冷水，她低低地哀泣着。
如今宫里的妃子多数已经对穆王失望了，只有她，还守着穆王，还对穆王充满信心，想穆王有一天会
醒悟过来，会重新宠爱她。
可是，近来穆王更是心心念念西游的事情，对于国事，对于女人，已经完全麻木了，他的心，只有西
游。
妃子通宵不能入眠，伴随她的只有泪水浸湿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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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几年来，我阅读了许多中外交往方面的历史书籍并深入研究。
每当我打开书籍的时候，都会被历史上人物走向国外，为维护祖国的荣誉、为了追求理想和事业所表
现出来的执著精神和献身精神所感动。
感动之余，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部反映古代中华儿女走向异域的故事，刻画了他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
”历史，是整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智慧的综合体。
历史虽然是过去的事情，却可以启迪后人。
如今，改革开放已如火如荼进行了30年，我国与国外的文化、教育、科技等交流也在不断加深。
无数国人走出家门，走到国外学习、旅游、开展经济贸易，甚至定居海外。
交通工具也是飞速发展，真可谓“天涯若比邻”。
反想历史上的域外行者，是多么的不易——他们为了理想、为了祖国，走到域外，往往承受了常人难
以忍受的苦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们需要学习前人这种不畏艰辛、越挫越勇的精神，更需要学习他们以祖国为荣的高尚情操。
本书是一个创作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本书的撰写中，我们力图做到知识性和可读性的统一，雅俗共赏，让读者在开开心心的阅读中学习
到知识，受到启迪。
由于学术界对本书涉及的部分人物研究尚无定论，加之撰稿时间较短，书中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我们借鉴并吸收了其他相关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借此机会对他们表示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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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代中国人在外国》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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