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信剛：蒙古崛起改寫歐亞大陸歷史 

蒙古人雖然出自內陸，但蒙古帝國陸海並重；許多措施為日後歐洲人的擴張以及今日的全球化墊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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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信剛去蒙古旅行，在草原與大鷹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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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19年 5月 25日，國史教育中心舉辦第七場名家講座，邀請香港城市大

學前校長張信剛教授進行演講，題目為「蒙古帝國開啟歐亞大陸新歷史」。以下

為張教授的演講摘要： 

文明的起源 

歐亞大陸差不多是全世界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也是面積最大的地方。根據考古學

家推斷，大約 6 萬至 10 萬年前，人類多數從非洲東部到歐亞大陸。 

大概 1 萬年前，有一部分人發現比較容易生活的方式，包括農耕和畜牧，進入農

業時代，開始有文明。農業文明讓更多人可以吃飽，並開始群居生活，人口密度

增加。從事畜牧業的農民，經常四處找草原給動物吃，衍生遊牧文明。從事農耕

的農民，大多在河邊發展文明，黃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羅河流域、美索不達

米亞兩河文明正是如此開拓文明。 

到了 5000 年前，人類開始自我思考，思考人類從哪裏來，思考世界是怎樣的，

於是產生了不同的宗教。宗教、語言和血統產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歐亞大陸第一次文化交流始於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古希臘馬其頓王國國王亞歷山

大大帝曾經打到印度河附近，把希臘文明和印度河文明連起來。 

2000 年在歐亞大陸上有四個大帝國，即歐洲的羅馬帝國、西亞的安息帝國、中

亞的貴霜帝國，以及東亞的漢帝國。此時，四大帝國之間已有若干陸上和海上的

聯繫。東漢時期班超初使西域，與中亞國家交流。 



中國北方的遊牧民族，從漢朝的匈奴，到魏晉南北朝的鮮卑和柔然，再到唐朝的

突厥，到後來的蒙古都有類似的語系。 

1000 年前，全世界的大國仍以陸地為基礎。當時東亞的儒道佛信仰並存的中

國，是世界上最為發達的地區。中國唐朝的時候，與外國的來往更多。在西亞出

現伊斯蘭教。伊斯蘭政權佔據西亞、中亞和北非地區。 

9 世紀中葉，回鶻汗國崩潰後，一部分回鶻人西遷至天山東部地區，建立西州回

鶻，信奉伊斯蘭教，是維吾爾族的祖先。 

 

上環文咸西街的乾泰隆大廈 

蒙古人登上世界舞台 

在公元 12 世紀末，蒙古族多個遊牧部落在蒙古高原斡難河一帶興起。13 世紀初

蒙古一個部落族長鐵木真憑着個人的魅力建立一個統治群。1206 年春天，蒙古

貴族在斡難河源頭召開大會，諸王和群臣為鐵木真上尊號「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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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在成吉思汗的領導下，打敗了女真人建立的金國。準備攻打黨項人建立的西

夏之際，得知前往西亞大國花剌子模的蒙古使者被皇帝摩訶末所殺，他沒有馬上

出兵，而是籌備了三年才大規模西征，這是蒙古史上第一次西征。蒙古先滅了契

丹人建立的西遼國，消除西征的障礙。然後消滅了花剌子模，將皇帝摩訶末趕到

裏海一個小島去。 

第一次西征後，蒙古入侵西夏。在西夏滅亡前，成吉思汗去世，蒙古軍密不發

喪。考古學家至今沒有發現成吉思汗葬在哪裏。在內蒙古自治區西部的鄂爾多斯

高原上，有一座蒙古包式建築宮殿，為成吉思汗的衣冠塚，但沒有真正的遺體。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四子，建立元朝，消滅大理和南宋，統一中國。 

蒙古人建立了歐亞歷史上領土最大的帝國，佔領大部分歐亞大陸，由四個汗國

（窩闊台汗國、察合台汗國、欽察汗國、伊兒汗國）組成。窩闊台汗國位於現今

新疆一帶，察合台汗國位於中亞阿富汗一帶，欽察汗國位於現今哈薩克一帶，伊

兒汗國位於伊朗、伊拉克、土耳其一帶，歐亞大陸就通起來了。 

蒙古善於學習其他地區的技術。蒙古從伊朗學習拋石機技術，攻破守衛森嚴的南

宋襄陽城。蒙古攻打伊朗的碉堡時，從中國武當山學習武術爬山。 



 

 

元代版圖 

 

蒙古帝國對文明交流的貢獻 

蒙古時代亞歐大陸完全聯通。亞歷山大大帝只是將希臘聯通至印度河。成吉思汗

將中國的長安（今西安）連到埃及亞歷山大港去。蒙古修建了快速而廣泛的道路

系統，建立了大量的驛站和商旅客棧，鼓勵路陸上和海上的貿易。 

蒙古還把中國的火藥、紙幣及史學、繪畫、瓷器等傳到西亞乃至歐洲，把西亞和

中亞的天文學和醫學帶到中國。新娘帶着青花瓷嫁妝前往波斯。中國學者向蒙古

在波斯的官員呈獻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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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外遊者不少，周達觀去真臘（今柬埔寨），撰寫《真臘風土記》。汪大淵

去過世界 200 多個地方，記載於《島夷志略》一書。長春真人丘處機獲成吉思汗

邀請到蒙古相見，根據一路上的西行見聞，後來寫成《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

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耶律楚材隨成吉思汗大軍西征波斯，寫下隨軍報告，記錄

所經之地，製成《西遊錄》。 

《元史》列舉華化的色目人超過 130 人。商人蒲壽晟、蒲壽庚兄弟是阿拉伯後

裔。蒙古海軍司令亦黑迷失是高昌回鶻（今新疆）人。元初大臣賽典赤·贍思丁是

波斯人，明朝航海家鄭和是他的六世孫。 

 

新娘帶着青花瓷嫁妝前往波斯。 

元代來華之西方人 

波斯歷史學家志費尼撰寫《世界征服者史》。史書所敘述的年代，起自成吉思

汗，止於旭烈兀平定阿薩辛人的阿剌模忒諸堡。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內容

包括蒙古前三汗，即成吉思汗、窩闊台汗和貴由汗時期的歷史；第二部分實際是

中亞和波斯史，其中包括花剌子模的興亡、喀喇契丹（西遼）諸汗，以及那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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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蒙古統治者；第三部分內容比較龐雜，它從拖雷開始，以較大的篇幅談到蒙

哥的登基及其統治初期的史實。此書寫作於 1266-1283 年間，資料近乎第一手。 

伊兒汗國丞相拉施德丁受合贊與完者都汗委託，撰寫一本世界歷史全書《史

集》。拉施德丁召集一個編輯同仁小組，成員有中國學者、克什米爾的喇嘛、一

位蒙古官員、一位法國天主教士、多位波斯人，編輯一部西至英格蘭，東至中國

的世界歷史書，這一嘗試完成於 13-14 世紀之交，比歐洲超前 500 年。 

 

張信剛的講座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行，座無虛席。 

 

https://mk0masterinsighayvuk.kinstacdn.com/wp-content/uploads/2019/06/DSC09668.jpg
https://mk0masterinsighayvuk.kinstacdn.com/wp-content/uploads/2019/06/DSC09668.jpg
https://mk0masterinsighayvuk.kinstacdn.com/wp-content/uploads/2019/06/DSC09668.jpg


蒙古人與歐洲人的外交不果 

天主教教宗依諾森四世於 1245 年派遣多明我會教士柏郎嘉賓前往欽察汗國首都

薩萊，希望通過蒙古內部基督教徒的協助，以外交談判方式停止蒙古的持續進

攻；拔都要柏郎嘉賓前往大都（喀剌和林）見大汗。經過長途跋涉和多番努力，

柏郎嘉賓無功而返；貴由覆信回絕教宗的訴求。柏郎嘉賓與隨從的重要成就是撰

寫了關於蒙古地理與社會的一手報道。 

法國國王路易九世（聖路易）於 1253 年在賽普勒斯進行十字軍活動時，派遣法

國教士魯布魯克前往蒙古，希望可以與後者聯合對抗穆斯林。魯布魯克沿途受到

基督教徒的協助，順利到達蒙古首都；他在喀剌和林見到許多基督教徒，有商

人、官員、工匠，也有俘虜。此次外交使命沒有成功。 

伊利汗阿魯渾於 1289 年致函法國國王菲力浦，由一位希臘商人帶往巴黎；信中

建議聯合雙方攻打耶路撒冷，得手後戰利品平分，耶路撒冷則由法國統治。此信

送到巴黎時，菲力浦國王已去世，法國人此時對十字軍行動已失去興趣，乃予以

婉拒；待回函由這位希臘商人帶回伊利汗國時，阿魯渾汗也已去世。是以蒙古人

與歐洲人在 50 年間三次高層次外交都未成。 

13 至 14 世紀裏，海上交通漸趨頻繁。有不少外國旅行家前來元朝中國。除了馬

可孛羅外，還有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白圖泰在 20 歲左右時，他出發去麥

加朝聖，從此開始，他踏上了一條長達 117000 公里的旅途，經過了現在 44 個國

家的國土，他的旅程記錄在《伊本·白圖泰遊記》中，在 30 年的旅途過程中，他



經過了大部分著名的穆斯林世界，也到了許多非穆斯林的地區，旅途包括北非、

非洲之角、東歐、中東、南亞、中亞、東南亞及中國等地。 

蒙古人雖然出自內陸，但蒙古帝國陸海並重；許多措施為日後歐洲人的擴張以及

今日的全球化墊下基礎。 

文明的演進，真誠對話十分重要，記得近日在中國舉辦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習

近平指出，今日之中國，不僅是中國之中國，而且是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

未來之中國，必將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擁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貢獻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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