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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 (十勤

葛 铁 鹰

【22 】 《贤 人 名 士 事 略 》 ( S iyar
’

A’ 1枷
a l一Nu ba l巨

,

)

作者舍姆斯丁
·

穆罕默德
·

本
·

艾哈迈德
·

扎

哈比 (卒于 13 74 年 )
,

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
、

圣训

学家
。

祖籍土库曼
,

出生和故世均在大马士革
。

其

附名扎哈比 (a1 一
Za ha bl) 的意思是金匠

,

因为其父

以制造金器为业
。

殷实的家境使他自幼受到良好教

育
。

长大后像所有有志研究圣训学的人一样
,

遍游

沙姆地区各大名城
,

拜师访学
,

后游学埃及并到麦

加朝圣
。

他求教的导师中不乏伊本
·

泰米叶那样的

大师
。

学成后开始关注史学
。

在大马士革近郊风景

秀丽的姑塔一个村庄里
,

担任
“

海推布
”

(伊斯兰教

义演说家 ) 达 巧 年之久
,

那是他一生中著书立说最

丰富和最重要的时期
。

之后在大马士革多所学校任

教
,

桃李满天下
。

临终前 5 年
,

因患眼疾
,

拒绝治

疗而双 目失明
,

但教学和著述不曾中辍
。

扎哈比是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大师群中一位显赫

和特殊的人物
。

当代阿拉伯史学史权威沙基尔
·

穆

斯塔法认为
,

他是
“

伊斯兰历史上最伟大
、

知识最

渊博
、

著述最多的历史学家
” ,

是
“

伊斯兰历史上搜

集采录资料最多的人之一
”

(见 《阿拉伯历史与史学

家》
,

第 4 卷
,

第 52 页
,

黎巴嫩大众知识出版社 )
。

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第一
,

著述

数量大
,

有据可查的即有 2 35 种
;
第二

,

著述篇幅

长
,

其中相当部分的原作达 30 卷
—

其原作 14 卷

的 《贤人名士事略)) 若译为汉语
,

至少也在 1 200 万

字以上
;
第三

,

与那些在筛选人物或记录事件或进

行评论时多采取较为中立立场的史学家不同
,

其罕

百里教派观念异常鲜明
,

对反对自己教派者或研究

其他学科者的态度强硬甚至偏激
,

如他称苏菲教派

者为无聊的
、

空想的人
,

称潜心化学者为精神错乱

的人
,

称哲学家们为在宗教中制造黑暗的人等
。

为

此
,

他生前身后皆遭到不少人的抨击和攻汗
,

连他

的学生都提出异议
,

表示不满
;
第四

,

大多数阿拉

伯历史学家是以一种体裁编写史书
,

例如编年体
、

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等
,

而他则是双管齐下
,

以两

种体裁为后人留下两部史学巨著
:

纪事本末体的 《伊

斯兰历史》(原作 21 卷 ) 和纪传体的 《贤人名士事

略》
;
第五

,

他的史学著作占其全部著作一半以上
,

这一成就使他成为当年阿拉伯史学研究阵营中沙姆

学派的领军人物
,

并形成了与麦格里齐为首的埃及

学派平起平坐的局面
。

值得一提的是
,

扎哈比的 14 卷 ((贤人名士事略》

实际上不包括他本人计划中的第 1
、

2 卷
,

他说人们

从其 《伊斯兰历史》一书中将先知穆罕默德和四大

哈里发传记
“

移植
”

过来即可
。

阿拉伯学者和出版

机构自 19 56 年起开始整理校勘此书
,

但只出版了一

两卷
,

直到 19 81 一 1 9 8 3 年才由贝鲁特使命出版机构

出版全集
。

此书是已出版发行的阿拉伯古籍纪传类

经典中篇幅最长的一部
。

, 本文依据贝鲁特使命出版机构 19 98 年第 n

版 28 卷本 (最后 5 卷为 目录索引 )
。

夸1
,

第 7 卷
,

第 4 4 9 页
:

(人物
:
哈马德

·

本
·

赛莱麦 )

伊斯哈克
·

本
·

杰拉赫说
,

穆罕默德
·

本
·

哈

加吉对我们说
: “

从前有个人和我们 一起在哈马

德
·

本
·

赛莱麦那里聆听教诲
。

后来此人去 了中国
,

回来时给哈马德带了礼物
。

于是哈马德对他说
: ‘

如

果我接受它
,

我就不向你传述圣训; 如果我不接受

它
,

我就向你传述
。 ’

那人道:
‘

那就请您不要接受
,

向我传述圣训吧
。

”
,

按
:

据记载
,

哈马德卒于伊历 7 年
,

也就是公

元 629 或 6 30 年前后
,

此前有人前往中国当然是件

了不起的事
,

可惜本段文字中没有提及他的名姓
。

从另一个角度看
,

这也可能仅仅是一个传说
,

不一

定确有其人
。

其目的是激励穆斯林学者和民众求知

尤其是研究宗教知识的精神
。

在当时的人看来
,

中

国是个遥远的国度
,

去一次要经历千难万险
,

从那

里带回的礼物也一定精美贵重
,

但这同聆听导师传

述一条圣训相比
,

是微不足道的
。

而我们从中了解

到古代阿拉伯人将从中国带回的东西作为最高档次

的礼物
,

用于与
“

聆听圣训传述
”

这样一件对穆斯

林来说十分神圣之事的衡 比关系
,

无疑也是很有意

义的
。

夸2
,

第 14 卷
,

第 2 7 2 页
:

(人物
:
穆罕默德

·

本
·

杰里尔 )

海提布说 : “

教法学家艾布
·

哈米德
·

艾哈迈

德
·

伊斯法拉依尼告诉我说
: ‘

即便有人前往中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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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穆罕默德
·

本
·

杰里尔的经注
,

(其所获 )也不

会很多
。

”
,

按
:

穆罕默德
·

本
·

杰里尔
,

即 《历代民族与

帝王史》的作者
、

大名鼎鼎的泰伯里 (公元 838 一 923

年 )
。

他除了这部名著外
,

在伊斯兰学术史上更为出

名的是约合中文 10 00 万字的 《古兰经注总汇》
,

人

称 《泰伯里经注》
。

该著作被公认为传闻经注学的典

范
,

蜚声伊斯兰世界
,

后来的 《古兰经》注释
,

无

不从这部巨著中摘抄或转录有价值的资料
。

此段文字中
“

即便⋯ ⋯
”

一句的深层意思
,

由

于未见相关注释
,

笔者尚难揣定
。

从字面看
,

可能

是说泰伯里的
“

经注
”

十分重要
,

各种版本不一定

全
,

且很难收集到新的内容
,

即便到中国这样一个

遥远地方去收集
,

恐怕也找不到什么
。

不过
,

这句

话使我们联想到古时阿拉伯人的另一名言
:

知识即

便远在中国
,

亦当求之
。

应该说两句话中的中国都

是代指极远之地
,

而不是说中国那里有
“

经注
”

或
“

知识
” ,

这一点较为重要
。

因为时下一些学者常从

后一句名言中引申出阿拉伯人早在公元 7 世纪初就

对中国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
知道那里文化发达

、

文明昌盛
,

所以号召人们到那里去求知
。

这种超出

语汇和语法定义的过度延伸
,

是颇值得商榷的
。

荟3
,

第 1 5 卷
,

第 13 3 页
:

(人物 : 卡迪尔
·

比拉[l] )

这一年 (伊历 4 0 3 年 ) 里
,

河外地区首领艾伊

莱汗 (
’

Ay lah 助动 ) 死 了
。

十几年前
,

他从萨曼人

手中夺取 了该地
。

此人暴虐成性
,

极其凶恶
,

令人

生畏
。

他与突厥国国王托干 (Tu g h而 ) 常打仗
。

后

来
,

他的兄弟托干继承王位
,

而伊本
·

苏布克铁斤

(Ib n Sub ukt i拓由 )则偏袒他
。

于是中国军队出动超过

10 万帐人马与托干作战
。

托干迎击了他们
,

真主赐

予了他胜利
。

「‘】
阿拔斯朝第 2 5 任哈里发

,

公元 9 9 1一 1 0 3 1 年

在位
。

夸4
,

第 15 卷
,

第 17 9 页
:

(人物: 哈基姆 [l] )

这一年 (伊历 4 04 年 ) 前后
,

突厥国国王托干

率领的穆斯林与中国军队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
。

战

争持续了很多天
。

中国异教徒被杀约 10 万人
。

‘, 】
哈基姆

·

比艾姆里拉 (公元 98 5一 1 0 2 1 年 )
,

埃及法蒂玛朝第 6 任哈里发
,

996 一 10 21 年在位
。

其

名字的意思是
:

以真主的命令行使权力者
。

圣5
,

第 17 卷
,

第 2 7 8~ 2 7 9 页
:

(人物 : 托干汗 )

突厥人
,

突厥斯坦
、

巴拉沙衰
、

喀什
、

和田
、

法拉布的首领
。

中国和契丹聚集了前所未闻的大量军队对他发

起进攻
,

据说有 3 0 万人
。

当时他正在生病
,

说
: “

真

主啊
,

让我痊愈去抗击他们吧
。

然后如果你愿意的

话
,

再让我去死
。 ’,

真主使他痊愈了
。

于是他调集兵

马
,

夜袭了他们
,

杀死他们 20 万人
,

俘虏 1 0 万人
。

这是一场发生在 (伊历 ) 4 08 年的重大战役
。

他将无

数战利品带回巴拉沙衰
,

到达那里不久便一命归天
。

他是一位信仰虔诚的教徒
,

勇猛无比的英雄
。

按
:

以上 3 段记载
,

都与发生在 n 世纪初我国

史称
“

喀喇汗高昌战争
”

有关
。

可参阅本连载 (七 )

《历史大全》夸2 1 (《阿拉伯世界》2 0 0 3 年第 5 期 )
。

圣6
,

第 19 卷
,

第 56 页
:

(人物
:
马立克沙[11 )

穆艾耶德在其 《历史》一书中说
: “

他 (马立克

沙 ) 从外表到内涵都是名副其实的最好的人之一
。

自中国边界到沙姆尽头
,

自罗姆王国到也门
,

人们

在进行宗教演说时都会为他祈祷
。

他征服了阿勒颇
,

世界都归顺于他
。

「,〕
马立克沙 (公元 10 5 5一10 92 年 )

,

参见本连载

(七 ) 圣2 3 注释
。

圣7
,

第 2 0 卷
,

第 1 58 页
:

(人物
:
萨德

·

海依尔 )

著名教长
,

杰出的圣训学家
,

大旅行家
,

商人
。

他从安达卢西亚去 了中国地区
,

于是你看到他把自

己的名字写成 : 萨德
·

海依尔
·

安达卢西
·

隋尼依

(中国人或中国的 ) ⋯ ⋯卒于 (伊历 ) 5 41 年
。

互8
,

第 2 2 卷
,

第 14 1 页
:

(人物
:
花拉子模沙 )

穆瓦法格讲了不少事情
,

他说: “

当时河外地区

诸国臣服于契丹
,

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国王们也要

向契丹纳税
。

这些民族在中国突厥人 (Tb n lk al
-

S功 )

与我们之间犹如一道壁垒
,

他 (花拉子模沙 ) 征服

了这道坚实的壁垒
,

无人再敢抵抗他
。

然后他转向

克尔曼
,

接着是伊拉克和阿塞拜疆
,

继而凯靓沙姆

和埃及
。

互9
,

第 2 2 卷
,

第 2 3 3 页
:

(人物
:
纳赛尔

·

里丁拉川 )

(伊历 6 15 年 ) 花拉子模沙回到布哈拉国后前

往尼沙普尔
。

他被告知鞋鞋人想和他建立联系
。

成

吉思汗的使者前来请求休战
,

说: “

大汗向你致意
。

他说:
‘

我清楚地知道你作为素丹的伟大
,

你就像我

最亲爱的孩子一样
。

我手中掌握着中国诸王 国

(Mam 就止 al
~

Sln )
,

让我们和睦相处
,

让商人们往来

无阻
,

让我们的国家昌盛起来吧
。

”
,

素丹对使者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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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穆德
·

花拉子密说
: “

你是我们的人
,

应该和我们

一条心
。 ”

说完赏赐他很多珠宝
,

请他做自己的谋士
。

他答应了
。

于是素丹问他 : “

你跟我说实话
,

成吉思

汗真的占领桃花石 (几m gh 司) 了吗?
”

答
: “

是的
。 ”

再问: “

其旨意何在?
”

答 : “

靖和
。 ”

于是素丹同

意讲和
。

成吉思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
。

事情也就这

样过去 了
。

后来从鞋鞍方向过来一批商人
,

素丹管

理河外地区事务的舅舅财迷心窍
,

不仅抢夺了他们

的财物
,

还将他们抓了起来
,

说他们是鞋鞋人的密

探
。

成吉思汗派使者前来传达他的质问
: “

你曾允诺

保证我们商人的安全
,

背信弃义是可耻的
。

假如你

说是你舅舅干的
,

那就把他交给我们
。

否则
,

你将

看到我会像你了解我的那样去做 !
”

当时
,

花拉子模

沙头脑发蒙
,

固执己见
,

竟然下令将来使全部杀死
。

他铸成了怎样的大错啊 ! 之后
,

他在撒马尔罕加紧

设防
,

调兵遣将
,

聚草屯粮
,

准备迎战
。

然而大势
已去

,

一切都于事无补了
。

〔, ,
阿拔斯朝第 3 4 任哈里发

,

公元 1 15 0一 1 2 2 5 年

在位
,

为该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哈里发
。

他智勇双全
,

素有大志
,

曾剪除巴格达军事要人的势力
,

一度使

哈里发制度得以振兴
。

面对花拉子模沙的步步进逼
,

曾幻想蒙古人将其消灭
,

以解多年之忧
,

孰料最终

的结果是两大王朝同覆于蒙古人的铁蹄之下
。

【2 3】《释疑》 (肠w 山由 ai
一

Mus h加Lb止 )

本书全名为 《圣训传述家本名
、

附名
、

别名
、

别号正确读解之释疑》
。

作者伊本
·

纳赛尔丁 (公元

1 3 7 5~ 1 4 3 8 年 )
,

阿拉伯历史学家
、

圣训学家
。

祖籍

叙利亚哈马
,

生于大马士革
。

在大马士革一个村庄

为捍卫伊斯兰教而遭杀害
。

著述很多
,

大部分为抄

本
。

经校勘出版的有 3 卷本《先知的诞生》
、

《伊本
.

泰

米叶的胜利》
、

《丰富的答案》等
。

本书是作者针对

前人有关圣训传述者名姓身世著作中一些含糊费解

之处
,

所做的一次正本清源式的总结归纳 (所以书

中常见
“

他说
、

我说
”

这一阿拉伯古籍中标准的辨

正形式 )
,

颇受后世学者重视
。

全书约合中文 500 万

字
。

对于本书中关于
“
中国

”

和附名为
“

隋尼依
”

(中

国的 ) 的阿拉伯人的记载
,

可与本连载 (一 ) 中赛

姆阿尼的 《安萨布
—

谱系》互为印证
,

互为补充
。

值得注意的是
,

本书中记载的都是圣训传述家
。

. 本文依据贝鲁特使命出版机构 19 9 3 年第 1

版
,

9 卷本
。

夸l
,

第 5 卷
,

第 4 4 5一 4 4 7 页
:

隋尼依 (中国的 ):

他说
:
伊 卜拉欣

·

本
·

伊斯哈克
·

隋尼依
,

听

雅古布
·

古米传述过 (圣训 )
,

向穆罕默德
·

本
·

欧

斯曼传述过
。

我说 : (以下传述世系较长
,

从略
。

) 经伊 卜拉

欣传述过这样一条圣训 : “

女人从怀孕到分娩
,

再到

婴儿断奶期间
,

如同真主的卫士
〔,〕。

假如她在此期间

死去
,

她应得到殉教者的酬报
。 ”

他说
:
穆罕默德

·

本
·

伊斯哈克
·

本
·

叶齐德
·

隋

尼依
·

巴格达迪
,

听胡莱依比及其同代人传述过
,

他 (所传述的圣训 ) 属于弱而无力的
。

有 5 个地方

叫
“

隋尼
” ,

(其中一个是 ) 东南方众所周知的地区
。

我说 : 附名可追溯到那里的还有⋯ ⋯

哈米德
.

本
·

穆罕默德
·

本
·

阿里
·

谢巴尼
·

隋

尼依
,

他听赛利
·

本
·

胡泽麦及其同代人传述过
。

艾布
·

哈桑
·

萨德
·

海依尔
·

本
·

穆罕默德
·

本赓
赫勒

·

本
·

萨德
·

安萨利
,

他以
“

隋尼依
”

闻名
,

因为他去过中国
,

消失很长时间后回到伊拉克
,

从

此在自己名字后面加上
“

隋尼依
” ,

并广为人知
.

他

是东方最后 一个听过艾布
·

曼苏尔
·

阿 卜杜穆哈

欣
·

本
·

穆罕默德
·

沙希传述的人
。

卒于 (伊历 )

5 4 1 年
。

穆罕默德
·

本
·

阿里隋尼依
,

人称传述家阿塔

比
,

是塔希尔
·

本
·

侯赛因
〔2]
及其儿子阿 卜杜拉的(宫

廷 ) 诗人
。

他说
:
隋尼是瓦西特的一个村落

,

上隋尼和下

隋尼是凯斯凯尔的两个地方
。

中国店铺
,

那里 曾有

一法官和宗教演说家叫哈桑
·

本
·

艾哈迈德
·

本
·

马

汉
,

艾布
·

伯克尔
·

海提布曾写到过他
。

我说: 雅古特提到叫
“

隋尼
”

的有 5 个地方
, “

隋

尼娅
”

是第 6 个
。

作者 (与之辨正者 ) 遗漏的是
,

隋尼还是靠近亚历山大的一个地方
。

雅古特根据阿

姆拉尼的记述讲到了它
.

〔l〕
此处的卫士原文为

:
al

一

M u虑blt
,

北大 《阿汉

词典》释义为
:

警卫或伊斯兰教隐士
。

[2] 原为哈里发马蒙手下大将
,

后派往呼罗珊镇压

当地起义
,

成功后自立为王
,

是史称塔希尔王朝的

奠基者
,

公元 822 年被暗杀
。

其后代统治该地区达

一个世纪左右
。

【2 4 】《古兰 经条例总汇 》 (al
一

J咖i’ ai 水乙扒

al
-

Qu r ,

面 )

作者穆罕默德
·

本
·

艾哈迈德
·

安萨利
·

科尔

多比 (卒于公元 12 7 3 年 )
,

著名经注学家
,

安达卢

西亚科尔多瓦人
。

曾到东方游历
,

后定居埃及
,

在

那里去世
。

他的这部经注学名著原作 20 卷
,

约合中

文 800 万字
,

也以 《科尔多比经注》闻名于世
。

其

他著作有 《以修行和知足消灭欲念》
、

《逝者和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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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等
。

他信仰虔诚
,

生活简朴
,

从不矫揉造

作
,

长年往来行走都是一套便服
,

一顶便帽
。

. 本文依据黎巴嫩阿拉伯遗产复兴书局 1 9 9 5 年

第 1 版
,

1 0 卷本
。

; 1
,

第 4 卷
,

第 2 3 3 页
:

(《古兰经》 7一5 9 节条下
,

原文略 )

纳加什听苏莱曼
·

本
·

艾尔盖姆说
,

后者听扎

哈利说 : “

阿拉伯人
、

波斯人
、

罗姆人
、

也门人是萨

米
·

本
·

努哈的后代
,

信德人
、

印度人
、

僧抵人
、

阿比西尼亚人
、

吉 卜赛人 (al一
u tt )

、

努比亚人等所

有黑皮肤的人都是哈米
·

本
·

努哈的后代
,

突厥人
、

柏柏尔人
、

中国后面 (的人 ) 〔l]
、

雅朱者和马朱者人
、

斯拉夫人都是雅非斯
·

本
·

努哈的后代
。

总之所有

人类都是努哈的后裔
。
”

「‘〕“ 中国后面
”

(硒厄r澎a a l
一

腼)
,

作为一个词组
,

笔者在本连载 (四) 圣9 中
,

曾译为
“

中国以远 ”

这个词组含义比较模糊
,

至少是我们现在尚未完全

搞清楚
,

尽管古代阿拉伯人使用它时可能有一个较
明确的地理概念

,

但也不排除他们对
“

中国
”

的概

念是模糊的
。

首先
,

根据阿拉伯人所处的位置
,

将信德
、

印

度和突厥等地排除后
,

这个词组究竟是指中国以外

哪一个方位呢 ? 东西南北
,

表面看最有可能是南面
,

而东面和北面他们是不甚了了的
,

且认为中国本身

就位于极东之地
;
最不可能的是西面

,

但从传说中

也门土伯尔去征服
“

中国以远
”

民族叛乱的记载中

看
,

假设他们真的去过
,

文字中给人的感觉
,

其所

到之处正是包括吐蕃在内的当时中国的西面
。

其次
,

这个词组会不会是古代阿拉伯人对中国

本土的一种代称呢 ?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
,

在以上这

段文字中
,

当时己知世界的重要地区或民族都被一

一点明
,

惟独没有中国
,

而在阿拉伯古籍类似的记

载中
,

这个词组的位置一般都被中国所占
。

更何况

从逻辑上说
,

中国后面都知道
,

怎么可能不知道中

国呢 ?

再者
,

由于阿拉伯古籍中
“

隋尼
”

一词并不仅

仅确指中国
,

所以
“

隋尼后面
”

也就不一定只指
“

中

国后面
”。

这一点下文将提及
。

圣2
,

第 4 卷
,

第 3 0 2 页
:

“

穆萨的宗族中
,

有一伙人
,

本着真理引导他

人
,

因真理而主持公道
。 ’,

(此为 《古兰经》 高处章

第 15 9 节经文 (引自马坚 《古兰经》中译本 12 6 页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 81 年版
。

以下 《古兰经》译

文皆取马译本
。

)

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人们走正路
。 “

主持公道
”

是

指在裁决中
。

《经注》川 一书中说
: “

这些人是中国 (隋

尼 ) 后面
、

莱姆勒河 (N ahr al
~

R 田n l
,

意为沙河 ) 后

面的一个民族
。

他们本着真理和公道信奉安拉
,

笃

信穆罕默德
,

摈弃安息日 (al
一

Sab t)
。

他们现在朝我

们的礼拜方向礼拜
。

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来过我们这

里
,

我们中也没有一个人去过他们那里
。

据说在穆

萨之后发生分歧的时候
,

他们中有一伙人本着真理

引导他人
。

他们未能成为以色列人中扎赫拉尼人

(工山r巨币 ) 中间 (的一部分)
,

安拉将他们引出至大

地上一个与人隔绝的地方
。

于是他们便成为一个族

群
。

他们走了一年半的时间
,

直到走出中国 (隋尼 )

后面
。

他们至今都坚信真理
。

人们与他们之间隔着
一个海

,

因此无法到达他们那里⋯ ⋯”

〔‘〕
本书作者在此处未说明该 《经注》的作者

,

可

能前文中有所提及
,

也可能约定俗成地指某名家的

《经注》
,

比如泰伯里的
。

待查
。

按
:

此段文字中两次提到的
“
中国后面

” ,

对
“

阿

拉伯古籍中的中国
”

的探讨者来说
,

是十分重要的
。

因为我们知道 《古兰经》正文中没有出现中国或隋

尼一词
,

那么对其进行注解的宗教典籍将经文中
“

有

一伙人
”

指明为来自
“
中国 (隋尼 ) 后面

” ,

理所当

然会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

如果今后有人能将其中

的
“

隋尼
”

考定为中国
,

我们便可以说 《古兰经》

这部伊斯兰教至高无上的经典
,

其部分内容间接地

涉及到中国
。

“

中国后面
”

或
“
隋尼后面

”

这段文字中给人

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
。

诸如没人去过那里
、

隔着一

个海
、

沙河后面等表述
,

使人联想到中国
,

但
“
未

能成为以色列人中⋯⋯
”

一句
,

又使人觉得与中国

相去甚远
。

不过这里的
“
隋尼

” ,

也让人联想到古代阿拉伯

史地学家们一再指出的埃及亚历 山大附近那个叫
“

隋尼
”

的地方
。

后者确与中国有关
,

还是它只是

一个与阿拉伯语中的中国同音的地名
,

尚待人们进

一步深入探究
。

但有一点必须说明
,

阿拉伯语中
“

隋

尼
”

一词
,

不仅仅是一个用于地名或人名的专有名

词
,

它也可以以普通名词形态出现
,

这在阿拉伯古

籍中并不鲜见
。

此时
“

隋尼
”

的含义是
“

被保护者
” ,

引申为 (对伊斯兰教 )
“

信仰虔诚者
”

即受到真主保

护者
,

因为只有信仰虔诚者才能受到真主保护
。

既

然它可以作为普通名词使用
,

那么我们也就不能排

除在今天所指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地区
,

存在与

中国毫无关联的同音地名
。

至于说到人名
,

主要是指一些阿拉伯史学家讲

到中国名称由来时
,

经常要提及的一个传说
:

努哈



有一叫
“

隋尼
”

的后代在中国定居下来
,

所以后来

那里就被称作隋尼了
。

从这种传说中得出的
“

结论
” ,

自然不被学术界认可
,

因此在学者们谈及相关问题

时很少被提及
。

鉴于本段译文内容关涉于宗教学术问题
,

笔者

实无力深入议论
,

但还是想把一位中国学者的
“
相

关链接
”

引出来
,

希望有助于读者理解我们探讨的

问题
。

张德鑫先生在其论文 《关于
“

中国
”

的译称》

中说
,

近读 《圣经》
,

发现这部古希伯来文化经典中

提到中国处简直凤毛麟角
,

但觉得 《旧约全书》中

《以赛亚书》第 49 章 12 节中几句话似跟中国有关
:

“

看哪
,

这些从远方来
,

这些从北方
、

从西方来
,

这些从秦国来 (
‘

秦
’

原文作
‘

希尼
’

)
。 ”

这是香港

圣经公会 19 81 年的中文本
,

但日本圣书协会 1 98 0

年的中译本却是
: “

从远方来
,

从西
、

从北
、

又从南

方的希尼来
。 ”

并附注
: “

希尼
,

埃及南部一城市
,

该城有犹太人的一个大社区
。 ”

两个中文版对
“
希尼

”

的译注很不一样
。

(中略 ) 尽管尚未见秦代己有犹太

人移来的正式记载
,

但秦始皇统一中国威名远播
,

其影响经西域
、

印度传至中东是有可能的
,

因而

5 1
,
n im 的读音近似

“
秦

”

不太可能是巧合
。

再从行

文逻辑分析
,

上文
“

从西方来
” ,

下文自然应是
“

从

东方来
” ,

现以
“
从秦国来

”
代之

, “

秦国
”

当然顺

理成章指东方的中国了
。

另从英语本身考察
,

形容

词 S ini t i。(中国的
、

中国人的
、

中国文化的
、

汉语

的)及构词成分 Si no (中国的)皆是 5 1
’

ni m
衍生出来

的
,

并产生其变式 Ch ina
。

由此也可佐证 Ch ina 从

根本上说正是
“
秦

”

的音译
。

(见 《中外语言文化漫

议》 161
、

1 62 页
,

张德鑫著
,

华语教学出版社 1 996

年版 )

张先生探讨的
“
秦

”

与
“
Ch in a ”

之间的渊源 问

题
,

是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争论不休的大问题
,

目

前尚无定论
,

一时也很难有定论
,

只能待参与探讨

的人多了
,

挖掘的资料多了
,

找到的证据多了
,

而

使问题变得比以前清晰一些
。

引录这段文字的目的
,

不是要探讨
“
秦

”

与
“
隋尼

”

的关系或是
“

隋尼
”

与 Chi n a
的关系

,

而是提醒读者注意学者们指出的
“

希尼
” ,

这可能对我们寻找古代阿拉伯人所说埃及

那个叫隋尼的地方有所帮助
,

也可能对我们进一步

理解
“

中国后面
”

这一词组的含义有所启发
。

夸3
,

第 6 卷
,

第 232 页
:

“

一直走到日出之处
,

他发现太阳正晒着一种

人
,

我没有给他们防日晒的工具
。 ”

(18 : 90)

其中
,

真主所说
“

我没有给他们防日晒的工具
”

中的工具
,

是说他们在太阳升起时用以挡住阳光的

《阿拉伯世界》 20 04 年第 5 期 (总第 94 期 )

遮蔽物 (H ij动 )
。

盖塔戴说 : “

他们与太阳之间无遮

无挡
。

他们在一个建筑 (搭建物? ) 不固定的地方
,

只和自己族群的人在一起
。

每当太阳消失
,

他们便

开始生活开始耕作
。

也就是说他们不躲在某个山洞

中避 日
,

也不住在某个居所中避 日
。
”

伍麦叶说
: “

我

在撒马尔罕看见一些人在交谈
,

其中一个说 :
‘

一次
,

我出门想去中国
,

人们对我说到他们那里要走 1 天 1

夜
。

于是我雇了一个人给我带路
。

我在早晨见到他

们
,

发现他们中的一个人把一只耳朵当褥子
,

另一

只 当被子 (在睡觉 )
。

我的同伴会讲他们的话
。

晚上

我们在他们那里过夜
。

他们问:
‘

你们为什么来这

里 ?
’

我们回答
: ‘

来看太阳如何升起
。 ’

当我们就

这样 (说着聊着 ) 时
,

我突然听到一阵像是刀剑碰

撞的叮当声
,

我顿时晕了过去
。

等我醒来时
,

才发

现他们正用油膏给我涂身
。

太阳在水上升起之际
,

水中的太阳仿佛油的形状一般
,

而天际则犹如一个

大帐篷
。

太阳升高了
,

他们把我汇入他们一群当中
。

白天过去
,

太阳从他们头上消失
。

此刻他们出去捕

鱼
,

然后 (第 2 天 ) 放在太阳下
,

鱼就熟了
。
”

按
:

经注学家此处引录的名人话语
,

又一次将

《古兰经》经文中
“ 日出之处

”
的

“
一种人

”

与中

国间接地联系在一起
。

不过
,

那个像许多今人一样

希望观赏日出美景的
、

不失浪漫的撒马尔罕人
,

其

所到之处至多为当时中国的边缘地带
,

因为一般人

一昼夜走不了多远
,

充其量 100 公里
。

也许正因为

此
,

林松先生在其 《古兰经韵译》中的这一节经文

后加注释云
: “

太阳升起之地—据传
,

就是东方
,

指里海之滨
。 ”

(见该书 5 36 页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

社 19 8 8 年版 ) 顺带一提
,

阿拉伯古籍中的
“
东方

” ,

不论是 al
一

sharq 还是 al
一

Mas h raq
,

有时是指大地的东

方
,

有时是指当年阿拉伯帝国的东部地区
。

这位撒马尔罕人对中国之旅的描述
,

尽管不长
,

却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很多阿拉伯古籍关于中国的
、

传闻传说传奇式的汇录风格
,

即虚实参错
,

真假交

织
。

比如中国有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族群
,

他们将

鱼置于强 日光下烤熟
,

甚至使用
“

防晒霜
” ,

便可信
;

而中国人的耳朵大到可以一只当褥一只当被
,

便不

可信
。

但后者也不得不令我们对古时阿拉伯人的想

象力击掌叫绝
。

有些西方大学者对阿拉伯人的
“

爱

吹牛
”

大加贬损
,

其实大可不必
。

他们喜欢听故事
、

讲故事
,

有了稀罕经历添油加醋吹一吹有何不可呢
,

难道我们不应该为那部堪称世界各民族希奇故事总

汇但惟独以阿拉伯语传于后世的 《一千零一夜》
,

而

感谢他们吗 ? !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