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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地中海北非的远途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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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1 世纪地中海北非贸易是地中海与印度洋远途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伊斯兰世界商贸史上占

有重要的地位, 它是旧大陆东西贸易的承前启后阶段。11 世纪地中海北非贸易受到同期地中海区域和北非

陆上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影响, 在商贸环境、商品、商人、商贸手段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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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世纪是地中海北非印度洋贸易中的一个重

要阶段,在伊斯兰世界的商贸历史上也占有重要地

位。可是,长期以来它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国外学

者研究比较多的是埃及马穆鲁克时期和东方伊斯兰

世界的历史以及 13- 15世纪的跨欧亚非大陆的商

贸网络
[ 1] ; [ 2]

。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欠

缺。戈伊泰因( Shelom o Dov Go itein) ¹ 对开罗基尼

萨文献的挖掘和研究,揭示了 11世纪地中海北非商

贸活动的本质和重要性。本文拟依据以戈伊泰因为

代表的国外学者的基尼萨文献研究成果, 就商贸环

境、商品、商人、商贸手段和特点等方面,对该时段里

地中海北非与印度洋区域的远途贸易做一简论。

一、11世纪地中海北非的商贸环境

首先,有必要把本文所涉及的地中海北非的地

理范围做一简要界定。标题中的地中海北非, 在地

理上指的是西起摩洛哥, 东抵埃及的北非沿岸一线。

它包括今天的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

埃及等地。笔者试图解读的是 11世纪上述区域的

商人们º之间的贸易, 以及他们与印度洋区域的商

人们的远途贸易。

11世纪地中海北非的客观商贸环境可以分为

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

就外部环境而言, 9世纪末开始, 不断的突厥奴

隶起义造成了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东方伊斯兰世界的

政治动荡和经济不稳定。商人们寻找新的安全商

道,红海便逐渐代替波斯湾成为地中海- 印度洋贸

易的重要海道。
[ 3] ( P111, P159)

商道的转变带动了人口流

动趋向的改变。10世纪的埃及遂成了马格里布商

人所觊觎之地。他们纷纷从伊夫里基亚»向东迁徙

到亚历山大港和福斯塔特(旧开罗)。对于这个世纪

地中海的人口流动趋势,有学者评论说: / 1000年是

地中海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的转折点。自东向西

的人口流动停止了; 而自西向东的人口流动却同时

开始了0。[ 4] ( P1) 地中海- 印度洋的商道从波斯湾转

到红海后,这条贸易商道的西线部分,即地中海北非

的远途贸易在 11世纪上半期得以快速发展,出现了

凯尔旺和阿勒- 马赫迪亚等大商贸中心。11世纪

之始的这个商道转变在 300年以后发展成了一个跨

欧亚非大陆、连接地中海- 印度洋的巨大的伊斯兰

世界的商业网络。
[ 5] ( P117)

然而, 11世纪下半期环地中海地区的时局变

化¼ 影响了地中海区域国际贸易的运行。有学者指

出, 11世纪初( 1030年之前) , 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

世界处于商业革命的极盛期。11 世纪末和 12 世

纪,意大利船队再次变地中海为他们的海 ( mare

nostrum) ;意大利商人成为之后 500 年中毫无争议

的地中海商业霸主 [ 6] ( P78) 。另有学者认为,第一次十

字军东征( 1096 年)标志着伊斯兰教的退却及其对

地中海控制的结束 [ 7] ( P53, P58) ; 欧洲的商业从此进入

复兴阶段。虽然这种看法略显武断, 但是作为伊斯

兰世界的一部分的地中海北非的商贸活动从 11世



纪中叶开始的确受到了严重影响。

就内部环境而论, 11世纪北非自身的政治和军

事形势也非常不利于远途贸易的发展。10 世纪统

治北非的是发迹于今天的突尼斯的穆斯林法蒂玛王

朝½ 。公元 973年法蒂玛哈里发将首都向东迁至埃

及开罗。伊夫里基亚由北非当地的兹利德( Zirid)

柏柏尔人代管。朝廷和军队的东迁减弱了其对西方

的控制。兹利德柏柏尔人虽然名义上承认法蒂玛哈

里发,但实际上内部你争我夺,各派乘机逐渐发展独

立的力量。因此, 11世纪初北非的贸易环境开始恶

化。约瑟夫( Joseph)和尼西姆( Nissim)两兄弟曾这

样描述 1015年马格里布的时局: /道路荒芜, ,王

侯争斗, ,凯尔旺的时局混乱不堪。旅行的商人们

惊恐不安, ,马格里布已经死亡。0 [ 8] ( P155)
不仅如

此,兹利德柏柏尔人还逐渐脱离了与开罗法蒂玛王

朝的臣属关系; 并转而承认巴格达哈里发政权。被

激怒了的法蒂玛哈里发随即在 1045年派遣贝都因

人部落士兵军队远征伊夫里基亚。他们打败了兹利

德人;但北非却陷入完全瘫痪状态。[ 4] ( P17) 原本经济

繁荣的突尼斯首都凯尔旺从此一蹶不振。

但是,与客观商贸环境相比,影响 11世纪地中

海北非商贸活动的主观环境, 即北非法蒂玛王朝统

治的作用也远非次要。从统治体制来看, 法蒂玛王

朝可以算作东方君主制的一种。曾经比较流行的观

点是,东方专制国家的政府通常极力干涉经济活

动[ 1] ( P17) 。然而,这种观点不适用于法蒂玛王朝。相

反,学者们普遍认为,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社会相对

宽容
[ 9] ( P30, P179, P194) ; [ 10] ( P162) ; [ 11] ( P69)

, 当时的北非是一

个经济比较自由的社会。不过, 只言片语的定论是

不严谨和不科学的。事实上, 法蒂玛帝国的商贸政

策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是政府根据周边环境的

变化做出的不断调整, 是政府和商人之间持续互动

的结果。个体商人和代表政府的个人之间、商业活

动和行政管理之间往往没有鲜明的界限。[ 10] ( P163) 因

为法蒂玛王朝的经济政策不是本文的主题, 所以在

此不作详细论述。无论如何, 我们所看到的是,在法

蒂玛王朝统治的 10- 11世纪,以突尼斯为中心的地

中海北非西部和以埃及为中心的地中海北非东部,

都先后是与红海、印度洋的远途贸易的主要参与者

和经营者,凯尔旺和福斯塔特( Fustat , 旧开罗)均

曾以东西贸易的商业中枢而闻名当代[ 6] ( P15)。

简言之,总体上 11世纪地中海北非经历了相对

不利的商贸环境。但不幸中的一幸是相对宽容的统

治当局。在法蒂玛王朝的/包容0下,地中海北非区

域的商人们不得不设法应对混乱动荡的时局,改变

和创造某些经商手段, 以保证与红海、印度洋远途贸

易的继续。商人们创造的一些经商模式从此被继承

下来,在 13- 15世纪欧亚非大陆东西贸易中发挥了

巨大作用。

二、11世纪地中海- 北非远途贸易中的

商品和商人

(一)中转贸易和商品

一般来说,与印度洋的远途贸易是中世纪伊斯

兰世界经济的支柱。其核心是中转贸易, 即把从印

度洋区域输入的东方货物再输出到欧洲, 或者把西

方的货物输出到东方。
[ 12] ( P3)

这种贸易自始至终贯穿

于中世纪。11世纪地中海北非的远途贸易继续和

扩展了 7- 9世纪的欧亚海陆贸易,特别是在法蒂玛

王朝统治时期,中转贸易在推动埃及经济达到鼎盛

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 13] ( P275)

11世纪地中海北非- 印度洋远途贸易涉及的

商品数目可观, 品种多样。那时的商人无论大小都

经营多种商品。11世纪开罗富商尤瑟夫( Yusuf )一

个家族经营的主要商品就约 83种
[ 6] ( P27)

。开罗基尼

萨文献对中转贸易经营的商品种类、商品来源地和

输出地、交易城市、交易价格、运输形式、关税等都有

详细的记载。戈伊泰因在对约 150份基尼萨文件整

理的基础上,制作出一套东西远途贸易的商品表格,

其中包括 77种来自印度洋地区的商品和 103种从

西方输出到印度洋地区的商品。前一组包括香料、

香水、铜铁金属及其制品、印度丝绸和棉布、珍珠、皮

革制品、中国瓷器、也门宝石、非洲象牙、热带水果、

木料等等。从数量、价值和贸易次数来看,其中的核

心商品是香料、香水、染料、涂液植物和草药;后一组

包括纺织品、布料、银铜质和玻璃器皿和首饰、地毯、

床垫、桌子、炒锅、化学制品、药物、香皂、纸张、书籍、

金属原材料、食物和珊瑚等等,其中的主导商品是纺

织品,其次是银、铜和玻璃的器皿和首饰。[ 12] ( P16, P18)

戈伊泰因还根据基尼萨文件中的商业书信,就

每一种商品作了详细描述, 并做出几点总结,值得注

意。第一,商品的种类与买卖它们的商人的职业有

关。比如,他仔细研究了从印度洋区域输出到地中

海区域的商品项目, 发现在 77 种商品中, 香料和香

水类商品有 36项, 将近占总数目的一半。因此,戈

伊泰因推论,因为当时伊斯兰国家里的商人多数为

犹太人,香水制造商、药剂师和染料商等是他们的主

导职业。第二,商品和礼品之间的模糊界限。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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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萨商业信件表明, 从印度洋区域输往地中海地

区的印度丝绸和薄纱衣通常是商人们带给其妻子、

朋友或者宗教名人的礼物,因此数量非常有限。第

三,在从地中海输出到印度洋区域的商品中, 银铜首

饰、药物和食果等消费品总计 54项,是东输商品总

和的一半。这些消费品的买主是中东的商人及其家

庭,足以见得中东商人阶层的数目。
[ 12] ( P15~ 18)

戈伊泰

因等学者在此应用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思考。

11世纪地中海- 印度洋远途贸易的繁荣景象

通过北非的一些大商贸城市表现出来。开罗就是当

代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 有学者称其为/西方世

界的商城0 ¾ , 而开罗金币第纳尔( dinar)则成为当

时的流通货币。[ 1 4] ( P96) 在福斯塔特的市场上销售的

有也门席子、巴格达斗篷、亚美尼亚地毯、阿比西尼

亚皮革和鸵鸟毛、中国瓷器、突尼斯香皂、大马士革

刀剑、印度柚木的5古兰经6支架、拜占庭锦缎、马斯

科特珍珠和锡兰红宝石等商品。有一个有趣的例子

表明开罗市场的繁荣景象。1048年在开罗旅行的

波斯诗人和学者纳西尔 #胡斯劳( Nasir i Khusraw )

在一个市场上看到大约 28种蔬菜和水果,令他惊讶

的是这些不同时节的蔬果会在同一天出现在市

场上。[ 15] ( P78~ 79) ; [ 16] ( P6~ 7)

(二)商人的构成和地位

11世纪从事地中海- 印度洋贸易的商人来自

旧大陆的各个地方,堪称/国际商人集团0。如果按
宗教信仰来分, 除了穆斯林商人以外,也有相当数目

的犹太商人和一些基督教徒商人。但是, 在从西方

的西班牙到东方的印度这个广大的区域内, 商人们

的经济活动基本上是在穆斯林政权控制下进行的,

从整体上属于伊斯兰世界的互动经济。

开罗基尼萨文献中的商人信件占有相当大的一

部分。商人们保持书信往来, 他们谈论商品价格、金

钱或者盈利和亏损等事情。此外,他们也就家庭事

务、日常生活、政府政策以及军事事件相互交流看

法。他们在书信中经常提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和福斯

塔特。[ 8] ( P152)开罗基尼萨文献非常具体地记录了许

多从事地中海- 印度洋贸易的北非商人。比如, 经

常提到的是, 一位叫约瑟夫 # 勒波第( Joseph Leb2
di)的的黎波里商人与亚丁的一位叫哈森 # B #本达
尔( H asan b. Bundar)的商人代理有固定的生意合

作。约瑟夫于 1095- 1097年到印度旅行,旅行期间

他曾为一些埃及和突尼斯的客户携带货物, 并因与

后者的生意纠纷而卷入诉讼案。[ 12] ( P13)

北非在 7- 9世纪时就吸引了来自伊斯兰世界

东方的伊拉克、波斯和叙利亚等地的穆斯林和犹太

商人。因为法蒂玛哈里发们致力于从其敌人巴格达

哈里发那里将印度洋贸易的控制权夺过来,所以在

其统治时期进一步开发了北非自身的商业资源。11

世纪的福斯塔特吸引了不同信仰和不同种族的外国

人到那里定居。外国移民中除士兵、避难者、旅行

者¿ [ 9] ( P280)
和宗教学者À [ 13] ( P287)

之外, 多数是商人。

其中来自北非的凯尔旺、阿勒- 马赫迪亚、费兹、坦

基尔、摩洛哥、的黎波里等大城市的商人占绝对多

数。
[ 12] ( P21)

远途贸易因此使埃及首都带上了浓厚的

国际特色。

来自各地的商人受到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各级

政府的保护和惠待。比如,意大利阿马尔菲城于公

元 996年在福斯塔特建立了一个永久的代表团, 商

人们经常到突尼斯和埃及做生意。当地的统治者们

给他们提供做宗教礼仪的场所和单独的住所,还减

少他们的关税。
[ 17] ( P549)

11世纪,地中海北非的商人队伍壮大, 他们涉

身印度洋贸易,成为北非社会的重要经济实力集团。

由于商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商人和一般的

供货人员的地位相对较高。11- 12 世纪的多数商

人是穆斯林 [ 9] ( P179) , 但是犹太商人和基督教徒商人

也是重要的商业参与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学者、

诗人和公众人物; 戈伊泰因称他们为/中东中世纪文

明的典型传播者0。[ 18] ( P91)

三、11世纪地中海北非远途贸易的特点

(一)商贸手段

如前所述,内乱和外袭造成 11世纪的地中海北

非沿岸时局混乱。首先, 为了对付这种不安定的局

势和减少经济损失,商人们通常结成贸易伙伴关系。

普遍的一种伙伴关系是, 合作双方分别在两个不同

的城市工作;比如,一个商人以亚历山大为基地, 另

一位以凯尔旺为基地[ 8] ( P151~ 152)。戈伊泰因在其/印

度书0( India Book)中讲述了一个典型的东方商人

和西方商人合作的故事 [ 19] ( P450) 。有一位来自突尼

斯的阿鲁斯( Arus) ,是紫布制作和销售商。阿鲁斯

早年移居埃及,与那里的一位叙利亚- 巴勒斯坦人

斯巴( Siba)结成了永久的贸易伙伴。阿鲁斯工作勤

奋,因此在当地小有名气。他的布匹以质地好而著

称,供应北非和西班牙等地;并进入了地中海- 印度

洋贸易商品之列。阿鲁斯的生意也因此扩展到印度

次大陆。阿鲁斯频繁穿梭于北非、埃及三角洲和南

部也门三地,在每一地都赢得了固定的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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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商业伙伴合作关系的目的之一是分担合作

各方的经济负担和风险。比如,基尼萨文献提到, 在

有些情况下,一位开罗商人同时与几个人合作,有人

有数额不多的资本, 有人有数量有限的货物; 前者可

以冒险进行长途海上航运, 保证所投入资金或货物

的安全。这种合作关系有些像我们所说的/有钱出

钱,没钱出力0的做法。特别有钱的商人通常有一奴
隶陪同远行,后者既是主人的商业代理, 又是仆人。

当合作关系变得稳定和牢固时, 它通常也变得比较

随意和非正式, 合作双方彼此更加信任。在某些情

况下,非常有实力的商人干脆遣使奴隶到印度代他

做生意。戈伊泰因在其/印度书0中提到, 有一位突

尼斯商人阿布拉罕( Abr aham)在印度拥有一家黄铜

厂;他在 1132- 1149年之间一直居住在印度。因为

阿布拉罕同时在亚丁和开罗有生意。于是, 他就派

其奴隶- 代理人巴马 ( Bama ) 替他打理亚丁的

生意Á [ 12] ( P22)
。

其次, 11世纪马格里布商人的商业活动经常是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通常是子承父业。这种情况

有时给家里的女性带来生活困难。上面提到的那位

阿鲁斯没有儿子,于是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其外

甥阿兰( A llan) ;阿兰从此进入了阿鲁斯的生意。在

阿兰妻子的一封信中,她提到/丈夫为了生意到西方

去了(他比较熟悉的家乡) ;老人(其父阿鲁斯)也出

海了(或许是去了南方)。家里没有了男人, 剩下她

和孩子们,就像孤儿0。[ 19] ( P451) 基尼萨文献中保存完

整的有一个开罗的大犹太商人尤瑟夫的信件。这是

11世纪开罗特别富有的大商人之家。尤瑟夫在 10

世纪末的时候与其父结成商业贸易伙伴关系。1008

年,他又与其两个成年的儿子结成贸易关系; 最后在

1030年,尤瑟夫的四个儿子成为经营这个大家族商

业的合作伙伴。这种家族公司在 11世纪的伊斯兰

世界商业领域非常典型。[ 6] ( P21)

再次, 11世纪地中海北非的远途贸易中相当大

的部分是由中间商或代理商进行的。仍然以同一阿

鲁斯家庭的商业活动为例。阿鲁斯- 斯巴式的贸易

伙伴关系在阿鲁斯的外甥兼女婿的阿兰那里继续保

持。阿兰在北部叙利亚的阿勒波和幼发拉底河边的

拉卡都有固定的合作供应商, 拉卡商人将纺织品运

给一位叫尤拉( U lla)的大马士革人, 后者在开罗有

仓库; 从这里货物再转给阿兰。尤拉在这个商贸关

系中显然扮演了中间商的角色。这是 11- 12 世纪

地中海- 印度洋远途贸易中相当普遍的经营方式。

根据基尼萨文献中的信件,阿兰还欠尤拉一笔款项,

并且还是阿鲁斯遗留下来的债务。可见, 这种商贸

伙伴 关 系 中 夹杂 着 多 年 生 意 交 往结 下 的

友情。
[ 19] ( P452)

友善亲情关系是 11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商人们

达成的商业关系的重要部分。比如, 上面提到的开

罗大富商尤瑟夫在突尼斯首都的商业代理穆萨

( M usa)是他年轻时就收留的一个徒弟。最后因为

利益关系两人不得不结束了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

之后, 穆萨在给其朋友的信中仍然称尤瑟夫为他的

老师。
[ 6] ( P21, P25)

不难看出, 11世纪地中海北非商人们

在远途贸易中的商业关系和某些经营方式相当随意

和非正式。这在当时具有普遍性。

最后, 11世纪地中海- 北非- 印度贸易在贸易

机构和组织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一个重要的例子是

商队驿站( caravansar ies)。这个时期形成了大规模

的商队驿站。商队驿站最初出现在后古典末期的中

亚- 北非的沙漠商队中, 来自沙漠商队( caravan)一

词,是供外来商人留居以及储存其货物的一种旅店。

波斯语称罕( khan) , 希腊语叫番斗克( fonduk) , 阿

拉伯语是瓦卡拉( w akala)。12 世纪的法蒂玛政府

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大贸易都市设立了诸多达尔-

阿勒- 瓦卡拉( dar al- w akala) ,为来埃及做生意的

商人, 特别是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商人提供

住所。
[ 20] ( P123)

(二)政府与远途贸易

11世纪统治北非的法蒂玛政府不仅实行鼓励

商贸的政策,而且还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远途贸易。

穆斯林政府的首要目的当然是希望增加政府税收,

有时则是由于某些商品的特殊性引起政府的兴趣,

比如军用物资。1051年, 一位叫尼西姆( Nissim )的

马赫迪亚商人写信给苏丹, 要求后者买下他的肥皂,

因为只有苏丹买得起。同年, 一位叫尤沙( Yusha)

的商人写信给福斯塔特的内赫莱( Nehorai) , 要求后

者与相关大臣协商,减免到期的债务。[ 8] ( P153) 这些案

例表明政府与商人的密切关系。

此外, 政府要人直接参与远途贸易的例子也不

少。基尼萨文献中提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方面是,

政府要员利用其职位之便, 为商人们提供运输船只。

几乎所有船主都是穆斯林商人。
[ 6] ( P82)

例如, 一位凯

尔旺的商人说,他在犹太人的帮助下,从苏丹那里获

得了运输石蜡的船只。一位叫约瑟夫( Jo seph)的商

人的信中提到,为了保障自己的贸易,他曾经设法接

近苏丹的母亲, 给她一些珠宝, 这或许是一种贿

赂。[ 8] ( P157)另外, 我们知道, 5一千零一夜6的主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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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商人经常与王族家庭或者苏丹的女儿结婚,

双方从而结成金钱与权势的同盟。[ 21 ] ( P338~ 339) 虽然

5一千零一夜6是以 14世纪的开罗为题材的, 但是它

与 11- 12世纪的开罗有承接关系。

另外,征用商人货物是政府的一种干预手段。

1050年左右,一封来自巴勒莫的信件提到, 那里的

穆斯林当局征用了某商人的一船货物, 商人非常痛

苦。另有一位叫阿布尔- 哈伊( A bu- H ayy )的商

人提到,他的装满油和黑油的商船在从巴勒莫到埃

及启程的前一天的晚上, 突然被苏丹的战舰拦劫, 挟

持到阿勒- 马赫迪亚。[ 8] ( P153 )在开罗, 法蒂玛王朝哈

里发就曾亲自解决过货物被征用的商人的问题。

1013年,哈里发哈基姆( H akim )在开罗街道上被一

位呼罗珊商人拦住。后者说他的货物被政府无偿征

用了。于是, 哈基姆给他约 5000 第纳尔作为

赔偿。[ 22] ( P85)

除了干预和征用,政府也经常委派一些官员到

地方帮助商人, 协调某些商业争端。埃及的布希尔

是尼罗河三角洲上的亚麻种植中心。这里的亚麻商

人经常就亚麻的运输等事情请求当地官员出面调

停。有时候,商人们也求助于一些当地有威望的、与

政府关系密切的犹太商人做调停人。[ 8] ( P15 7~ 158) 比

如, 11世纪初政府要求一位叫萨利赫( Salih)的商人

将其一船亚麻转给一位大法官。于是, 萨利赫写信

提到他去找一位叫阿勒- 屋库瓦 ( al- U khuww a)

的犹太人充当中间人, 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在马格

里布商人和政府之间有许多这样的调停人。

综上所述, 11世纪是地中海北非与印度洋之间

远途贸易的重要阶段。虽然它在规模上似乎与 13

- 15世纪的环印度洋贸易不可同日而语。但是, 11

世纪属于东西贸易和经济交往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

阶段,期间创造和使用的某些商贸手段和机制被继

承下来。它为 15世纪跨欧亚非大陆的巨大商贸和

文化网络的形成做了铺垫。研究这个时期的远途商

贸活动与商人间的互动,对于认识 13- 15世纪东西

商业和文化的跨文化交流显然是有裨益的。

注  释:

¹  戈伊泰因( S helom o Dov Goitein , 1900- 1985)是德籍犹太民族

学家、史学家和阿拉伯语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是伊斯兰教、犹太

教法和基尼萨开罗文献等。代表著作是 A Medit terann ean So2

ciety( six volumes)。

º 主要指北非马格里布商人( Maghribis )。

»  伊夫里基亚( If riqiya)指今天的东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西部

利比亚; 10世纪末是埃及法蒂玛王朝的一个总督区。

¼  主要指三大事件: 1050年左右诺曼人征服并开始统治意大利南

部; 1070年塞尔柱突厥人西进拜占庭统治下的安纳托利亚半

岛; 1096年西欧的基督徒十字军东侵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½  阿拉伯人什叶派穆斯林教士阿拉赫依靠北非卡特玛柏柏尔人,

于公元 909年在今天的突尼斯自封为法蒂玛王朝第一任哈里

发,与巴格达逊尼派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政权分庭抗礼。

¾  这里的西方指的是伊斯兰世界的西方, 即北非、西班牙、西西里

等地。

¿  中世纪旅行者中的多数同时也是商人,因为他们旅行时通常携

带货物,有机会就卖。

À  中世纪的宗教学者为了自己的宗教学习也经常做买卖,或充当

商业代理。

Á  13- 14世纪流行于埃及马穆鲁克时期的康孟达( com men da) 和

瓦基尔( w akil )商业手段就是在这些非正式的合作伙伴关系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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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g distance trade of the Mediterranean coast in the 11th century
H E M ei2lan

( S chool of H istory, Capital Norm 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 he trade along the M editer ranean coast in the 11th century is an essent ial part o f the t rade

netw ork betw een Mediterranean and Indian ocean, w ith an active role in the Islamic w or ld. T he polit ical

and military inf luences in the surrounding s have a def inite ef fect on the t rade in terms o f environment,

com modity , m er chant and business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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