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摩邻国
”

是马里吗 ？

唐代杜环 《 经行记 》摩 邻 国 再考

许永璋

【 内 容提要 】 唐 代 杜 环 在 《 经 行记 》 中 所 记 载 的 摩 邻 国
，
究 竟 是

非 洲 的 什 么 地 方 ？ 学 者 们 众 说纷 纭 。 笔 者 曾 对诸说 作 过考 辨 。 本 文对

新 近提 出 的
“

马 里 说
”

， 从 地 理 范 围
， 自 然 条 件 ， 居 民 生 活 状 况 ， 民

族 、 宗 教 和 习 俗 以 及 国 名 的 对 音 和 含义 等 方 面 进 行 了 考 辨 ， 认 为 摩 邻

国 不 是 马 里 。

【 关键词 】 摩 邻 国
； 马 里

； 考 辨

【 作者简介 】 许 永 璋 ， 郑 州 大 学 历 史 学 院 教 授 （ 郑 州 ，

４５ ０００ １
） 。

唐代杜环 的摩邻之行 ， 是古代 中 非关系史上 的一件大事 ，
历来为史学

界所关注 。 但是 ， 杜环到过 的
“

摩邻 国
”

， 究竟是非洲 的什么地方 ？ 学者

们却众说纷纭 ， 莫 衷一是 。 主要 的说法有 ： 马林迪说？
、 曼迪说？

、 摩 洛

哥或马格里布说？
、 阿克苏姆说？

、 麦 罗 埃说？等 。
２００ １ 年王颞在 《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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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非洲 研 究

史研究 》 上发表 《 摩邻 ： 中 国 中 世 纪 关 于 西 非 洲 的记 载 》

一

文 ， 提 出 了

一种新说 ， 即 马 里说？
。 笔 者持摩洛哥 或 马 格 里 布说 ， 并且进 行 过较 为 详

细 的 考证②
。 这 里 ，

不 去 重 复 已 经论述过 的 意 见 。 由 于
“

马 里
”

说 出 现较

晚 ， 笔 者 尚 未 对此说发表过 不 同 的 看法 ，
因此本 文 只 拟专 门 针 对

＂

马 里
”

说提 出 异议 ， 希望能够有 助 于这 一 问题 的深入研究 。

杜佑 《 通典 》 所 引 的 《 经行 记 》 ， 有 这 样一段 记载 ：

“

摩 邻 国 ， 在 秧

萨 罗 国 ？西南 ， 渡 大碛 ， 行二 千 里 至其 国 。 其人黑 ， 其俗 犷 ，
少米 麦 ， 无

草木 。 马食干 鱼 ，
人餐鹘莽 。 鹘莽 即 波斯枣也 。 瘴疠特甚 。 诸 国陆行之所

经也 。 胡 则 一种 ， 法有数般 ， 有 大食法 ， 有 大秦法 ， 有 寻 寻法 。 其 寻 寻蒸

报 于诸夷狄 中 最甚 。 当食不语 。 其大食法者 ， 以 弟 子 亲戚而作 判典 ， 纵有

微过 ， 不甚相 累 。 不食 猪 、 狗 、 驴 、 马 等 肉 ， 不拜 国 王 父母之尊 。 不 信鬼

神 ， 祀天 而 已 。 其俗 ， 每 七 日
一

假 ，
不 买卖 、 不 出 纳 ， 唯饮酒 诚 浪 终 日 。

其大秦 ， 善 医 眼 及痢 ， 或未病先见 ， 或 开脑 出 虫 。

”

④
《 经行记 》 中 这 一段

史料 ， 后来被 《 新 唐 书 》 所 采 用 ， 只 是 简 化 了
一些 文 字 ， 内 容 也 略 有 改

动 。 《新唐书 ？ 西域传 》 中 写 道 ：

“

自 拂 冧 西南度碛二 千 里 ， 冇 国 曰 磨邻 ，

曰 老勃萨 。 其 人黑 而性 悍 。 地 瘴 疠 ， 无 草 木 五 谷 。 伺 马 以 槁 鱼 ， 人 食 鹘

莽 。 鹊莽 ， 波斯枣也 。 不耻蒸报 ， 于夷 狄最甚 ， 号 曰
‘

寻
’

。 其君 臣 七 日

一休 ， 不 出 纳 交 易 ， 饮 以 穷 夜 。

”

？ 这 两段 史 料 ， 是我 国 古 籍 中 记 载 摩 邻

闻 （ 或磨邻 国 ） 仅 有 的史料 ， 因 而 也是探讨摩 邻 国 的 基本依据 。

笔者认为 ，

“

马 里
”

说可 以作为 一 家之 言 。 但是 ， 此说除 对音 相 近 和

个别情况相符之外 ， 若将 ８ 世纪时 的 马 里或尼 日 尔河上 中 游 的 实 际情况 同

上述史籍记载对照起来 ， 很多方面都不 大符合 。 因此 ， 笔 者对摩邻 国 即 马

里一说感 到 怀 疑 ， 认 为 摩 邻 国 不 是 马 里 。 兹 从 以 下 五 个 方 面 进 行 分 析

论证 ：

①乇颐 ： 《 摩 邻 ： 中 １

＊
１ 中 世纪 关 Ｔ 西 彳 １

：

？ 洲 的 ｉ己 载 》 ， 载 《 中 ＿ 史 研 究 》 ２００ １ 年第 Ｉ

② 许 永璋 ： 《 摩邻 国 在 哪 里 ？ 》 ， 载 《 河南 师大学报 》 １ ９ ８ ２ 年第 ４ 期 。

③ 《 经行 记 》 原 书 久佚 。 这 一段 文 字 摘 丨

’

丨 《 通 ＊ 》 注 引 ？ 但 《 通 典 》 版 本 较 多 ， 记 载 不

一

。 笔 者根据 《 通 典 》 ， 《 文 献通 考 》 ， 《 太 平 褒 宁？ ￡ 》 ， 张 一 纯 《 经 行 ｉ己笺 注 》 ， 夏 德 著 、 朱 杰 泰

译 《 大秦 国全 录 》 诸 书 ， 经过校 订 ， 认 为 似 以
“

秧 萨 罗
”

为宜 ？

④ 杜佑 ： 《 通典 》 卷 １ ９ ３
， 边 防 ９

，
“

大秦
”

条注 引 。

⑤ 宋 祁 、 欧 阳修 ： 《 新唐 书 》 卷 ２ ２ １
， 《 西域传 》 下 。



摩邻 国
”

是 马 里 吗 ？ ５

一

地理范围

《经行记 》 和 《新唐 书 》 上 关于摩邻 （ 磨 邻 ） 国 的 记载 ， 大体上 确

定 了它所在 的位置 。 《经行记 》 说摩邻 国在秧萨 罗 国西南 ， 《新唐书 》 说

它在拂冧西南 。 这里应 注 意两点 ： 其一 ， 按 《经行记 》 有关摩 邻 国 的 一

段史料 ，
无论是在 《通典 》 、 《 通 志 》 或 《 文献通考 》 中 引 载 时 ， 均置于

“

大秦
”

条下 。 这个事 实 ， 本 身就 意 味 着摩 邻 国 ， 应在 大秦 国 （ 罗 马 帝

国 ） 的范 围之 内 。 其二 ， 《经行记 》 作者杜环 ， 于 ８ 世纪 中期在大食 （ 阿

拉伯帝 国 ） 生 活 了１ １ 年之久 。 他在 《经行记 》 中介绍 的摩邻 国 ， 即他 的

摩邻 国 之行 ，
应在阿拉伯帝 国统治势力 范 围之 内 。 然而 ， 位于撒哈拉沙漠

以南 的尼 日 尔河 中上游的 马里 ， 既不在古代 罗 马帝 国 的范 围之 内 ，
也不在

中世纪 的阿拉伯帝 国 范 围之 内 。 只有撒哈拉沙漠 以北 的非洲地 区 ， 才在罗

马帝 国或阿拉伯帝 国 的版 图 之 内 。

将摩邻 国 置于撒哈拉沙漠 以南 的非洲西部 ， 不仅不符合史籍所记载摩

邻 国 的地理位置 和 范 围 ，
而且在距离上也不符合 。 据 《 经行记 》 载 ， 摩

邻 国在距离秧 萨罗 国 （ 在不 同 版本 中 作 勃 萨罗 国 、 秋 萨 罗 国 ） 两 千里 的

地方 。 笔者认为 ， 确 定摩邻 国 与秧萨 罗 国 （ 或勃 萨 罗 国 、 秋 萨 罗 国 ） 之

间 的距离 ， 首要 的是看杜环摩邻之行 的起点在哪里 。 《通典 》 注 引 的 《 经

行记 》 ， 在不 同版本 中将杜环摩邻之行 的起点记为
“

（ 勃 ） 萨罗
”

或
“

秧

萨罗
”

； 《通志 》 中作
“

萨罗
”

， 而 《 文献通 考 》 中 则 作
“

秧 萨罗
”

。

？ 按

《通典 》 是在
“

大秦 国
”

条下注引 的 ，

“

大秦 国
”

在 我 国古籍 中 是罗 马帝

国 的通称 。 据 专 家 考证 ，

“

秋 萨 罗
”

为 Ｃ ａ ｓ ｔ ｉ ｌ ｌ ａ 之译音 ， 即 西班牙之古

名 ？
。

“

勃萨罗
”

为伊拉克 的 Ｂ ａ ｓ ｒａ（ 巴士拉 ）

？
。

“

秧萨罗
”

为耶路撒冷之

译音④ 。 这三个地方 ， 都在 罗 马帝 国 范 围 之 内 。 但是 ， 秋 萨罗 （ 西班牙 ）

的西南方是 大 西 洋 ， 摩 邻 国 并 不 是在 大西 洋 上 ， 因 此 可 以 将
“

秋 萨 罗
”

①《通 典 》 影印北宋本 、 标点 本 、 浙 江 书局 本 ； 《 通 志 ＞卷 １ ９６
；＜ 文献通考 》 卷 ３ ３ ９ 。

② 张 星烺编 注 ， 朱杰勤校 订 ： 《 中 西交 通 史 料汇编 》 第 二册 ， 中 华 书 局 ２００ ３ 年 版 ， 第 ５ ６ ７

③艾 周 昌 ： 《 杜环非洲之行 考辨 ＞ ， 载 《 西亚非洲 》 １ ９ ９ ５ 年第 ３ 期 。

④ 夏 德 ： 《 大秦 国 全录 》 ， 朱杰勤译 ， 商 务 印 书馆 １％ ４ 年版 ， 第 ８ １ 页 。



６ 非 洲 研究

排除 。 《新唐书 》 的记载 ，
又 给 出 了

一个 明 确 的 范 围 。 《 新 唐 书 》 说摩 邻

国 在
“

拂 冧 西 南
”

。 拂 冧 ， 是 中 国 唐 代 对拜 占 庭 即 东 罗 马 帝 国 的 称 呼 ａ ）

。

这 一 记载 ， 不仅将
“

秋 萨 罗
”

排 除 ， 而 且 也将
“

萨 罗
”

排 除 ， 因 为 这 两

个地方都不 在东 罗 马帝 国 的 范 围 之 内 。 拂 葙 （ 东 罗 马帝 国 ）
７ 世纪 以 后 已

退 至小 亚细 亚一 带 ，
而 小 亚 细 亚 的 西 南 方 向 是地 中 海 ， 摩 邻 国 并 不 在 海

上 。 可 见 ， 《 新唐 书 》 所记 的 拂 葙 ， 当 指 ７ 世纪 以 前 的 东 罗 马 帝 国 ， 其趣

域仍包括西亚 的 巴 勒斯坦地 区 。 这样看 来 ， 只 有
“

秧 萨 罗
”

是 符 合 实 际

的 。 因 为秧 萨 罗 即 耶 路撒 冷 ， 位 于 巴 勒 斯 坦 地 区 。 秧 萨 罗 （ 耶 路 撒 冷 ）

是属 于拂 冧 的一部分 。 因 此 ， 《 新唐 书 》 所说摩邻 国 在拂 冧 西南 ， 与 《 经

行记 》 所说摩邻 国 在秧萨 罗 国 西南 ， 在方位上是一致 的 。

王 颐认 为 《 经行记 》 所说 的
“

秋 萨 罗 国
”

，

“

大概是哈利 发 的 官 员 在

马 格 里 布地 区 站稳脚 跟 前 、 曾 经 在 东 罗 马 人 的 帮 助 下 顺 利 地 进 人 凯 鲁 万

（
Ｋ ａ ｉ ｒｏ ｕ ａ ｎ

） 城 ， 就任
‘

埃米尔
’

达 四 至 五 年 的 库 塞拉所 统 治 的 领封

“

而 该
‘

国
’

的 南 界 ，
也 正 是 绵 延 数 千 里 的 浩 瀚 沙 漠 撒 哈 拉 。

”

？ 这 就 是

说 ，

“

秋 萨 罗 国
”

是 以 凯鲁 万城 为 首 府 的
一

个
“

国 家
”

。 凯鲁 万城在 今 突

尼 斯境 内 。 王颐 为 了 解 释摩 邻 国 在
“

秋 萨 罗 国
”

的 西 南 方 向 ， 于 是 就 认

为
“

秋 萨 罗
”

就 是凯 鲁 万 城 。 但 是 ， 为 什 么
“

秋 萨 罗
”

是 这个 地 方 呢 ？

王颞并 没有从对音和 其他方面进行考释 ， 而 只 是说 ：

“

正 因 为 在 库 塞拉 曾

与 东 罗 马结盟对付共 同 的 敌人 ， 其治下 的
‘

秋萨 罗 国
’

径 被 视作
‘

大秦
’

或
‘

拂 冧
’

的 一 部分 。 笔 者认 为 ， 这 个解 释不 仅 含混 不 清 ，
而且 似 乎

也 不 能成 为
“

秋 萨 罗
”

即 凯鲁 万 城 的 理 由 。 王 颐认 为 摩 邻 闰 就 是 尼 曰 尔

河 中 上游地 区 的 马 里 ， 从 方 位 上 来 看 ， 是 符合 《 经 行 〖己 》 和 《 新 唐 书 》

中 的记载的 。 但是 ， 拂 葙指 的 是东 罗 马帝 国 ，
而凯鲁 万城并非 属 于 东 罗 马

帝 国 的
一部分 ，

也就是说它不在拂 冧 的 范 围 之 内 。
８ 世纪 中 期 当 杜环 到 达

北非 时 ， 这里 （ 包括凯鲁 万城 ） 已 属 于阿拉伯 帝 国 的统治 范 围 了 。

笔者认 为 ， 如果 以 秧 萨 罗 （ 耶路撒 冷 ） 为 杜 环 摩 邻 之 行 的 起 点 ， 那

么它 与 马 里之 间 的距离 何 止 两 千 里 ？ 即 使 是从 王 颐认 为 的
“

秋 萨 罗
”

即

①齐思 和 ： 《 中 １
１

１ 和 拜 占 廷帝 国 的 关 系 》 ， 上海 人 民 出 版社 １ ９ ５ ６ 年 版 ， 第 ７ 页 。

② 王颞 ： 《 摩邻 ： 中 国 中 世纪关 于 西 非 洲 的 ｉ己 载 》 ， 载 《 中 国 史 研 究 》 ２００ １ 年 第 １ 期 ， 第

１ ５ ９页 。

③ 同上 。

④ 同 上 。



摩邻 国
”

是 马 里吗 ？７

凯鲁万城 出 发 ，
到马 里也不止两千里

，
更何况

“

秋萨罗
”

并非凯鲁万城 。

二 自然条件

据 《经行记 》 和 《新唐 书 》 记载 ， 摩邻 （ 磨邻 ） 国
“

少米麦 ， 无草

木
”“

痒疠特甚
”

或
“

地痒疠 ，
无草木五谷

”

。 这些记载反 映 出 ， 摩邻 国

气候炎热干燥 ， 降雨量也很稀少 ， 因 此不仅较少 出 产稻 、 麦等粮食 ， 甚至

连草木都很难生长 。 在这里 ， 见不到湿润 的农 田
， 翠绿 的森林和草原 ， 而

是一片荒凉的景象 。 虽 然从
“

马食干鱼 ， 人餐鹘莽
”

的记载 中 可 以 推测

出 ， 这个 国家濒临大海 ， 或者有河流和湖泊 ， 否则就不可能有大量的鱼干

喂马
；
而且鹘莽 （ 即 波斯枣 、 椰枣 ） 很多 ， 否则 这里 的 人们 就不能 以 椰

枣为 主要食物 。 众所周 知 ， 椰枣树一般都生长在沙漠 中 的绿洲地带 。 综合

起来看 ， 摩邻 国 的生态环境是 比较恶 劣 的 。

但是 ，

８ 世纪 的 尼 日 尔河 中 上游地 区 的 自 然条件并不荒凉 。 葛佶 主编

的 《简 明 非洲 百科全书 》 （ 撒哈拉 以 南 ） 介 绍说 ：

“

尼 日 尔河上游蜿蜒在

多雨的 山 区 ， 汇集 了众多支流 ， 水量非常丰 富 。 河 的 中游一段 ， 除 了 发源

于科特迪瓦高地的 巴 尼河外 ， 支流较少 。

”

？ 由 于
“

中 游气候 干燥 ， 又 经

过干旱 的沙漠地 区 ， 河水在此蒸发很快 。 此外 ， 这里 的湖泊 沼泽吮吸并滞

蓄 了 大量河水 ，
因此河水 在 中 游逐渐减少 。

”

？ 葛公 尚 、 曹枫编译 的 《 西

非 民族 概况 》 中 说 ：

“

七 世纪 出 现 的 马 里 ， 其 基 本 居 民 为 马 林 克 人 。

” ？

１ ９７ ８ 年 出 版的 《法 国 大百科全 书 》 载 ：

“

马林克人 （ 有 的 书 中 译为 马林

凯人—— 引 者 ） 主要 居住在 马里 的髙原地 区 以 及尼 日 尔平原 的部分地带 ，

在髙原地 区 山 峦起伏 峭壁千仞 ， 巴奉河 、 巴科伊河 、 巴丹科河弯弯 曲 曲 地

从那里流过 。 尼 日 尔 河上 游各地也是他们 的重要 居住地 ， 在那里盛产稻

米 。 水稻是人们 的重要收入之一 。 稻 田 的耕作按照传统 的方法进行 。 即便

是被水淹没 的洼地 ，
也仍然可 以 种植水稻 。 这些地 区 的降雨分布广泛 ， 雨

①葛佶 主编 ： 《 简 明 非洲 百科全 书 》 （ 撤哈拉 以 南 ） ， 中 国 社 会科 学 出 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６

页 。

② 同上 。

③ 葛公 尚 、 曹枫编译 ： 《 西 非 民 族 概 况 》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民 族 研 究 所 世 界 民 族 研 究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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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充 足 ， 不存在 千旱 问题 ， 所 以 其他 的 谷物 如 高粱 、 小米等农作物 的产量

也都 比较高 。

” ？ 奥 尔 洛 娃 著 ， 莹石译 的 《 非 洲 各族 人 民 （ 文 化 、 经 济 和

生活概况 ） 》 载 ：

“

尼 日 尔 河 和 塞 内 加 尔 河 流域 和邻 近 的 潮 湿地 区 ， 在 天

然 的 沼 泽 土地 上 居 民 （ 曼 丁 哥 、 桑 海 、 豪 萨 等 族 ） 种 的 是 沼 泽 稻 ；
在 较

干 的 土地上播种 沼泽稻 时采用 人 丁．灌溉
；
而在那些雨水充 足 的地 区 则种 山

稻 。

… … 尼 日 尔河 中 央河湾草原上 ， 主要种 的 是黍 和髙粱 ， 再往南是玉 蜀

黍 、 薯芋 和木薯 … … 在 某些地 区 居 民 还 从 事 果 树 园 艺 （ 譬 如 在 曼 丁 哥 人

地 区 ， 班 巴 尔 人就是这样 ） 。

” ？ 张 同铸 主编 的 《非洲 经济社会发展 战略 问

题研究 》
一 书 中 写道 ：

“

尼 日 尔河是西非最 大河流 ， 在热 带 草 原上蜿蜒 弯

曲 ， 穿经许多 国 家 。 在 千 旱少雨 的热带 草原带 ， 这 么 一 条流量颇 丰 的 大河

（ 上游平均 流量 在 马 里 的 库利 科 罗 站 为 １５ ５ ０ 立方 米 ／秒 ） 的确 是一个重 要

的 水 资源宝库 。 尼 Ｕ 尔河水 资 源 的 开发潜 力 很 大 ， 可 以 灌 溉沿岸平原几 百

万公 顷 的 土地 。 特 別 是在 马 里境 内 的尼 日 尔河 曲 地段形成 了 世界文 明 的 内

陆
＝
角 洲 ， 这一河段从桑桑 丁 至廷 巴 克 图 长 ６ ３ １ 公里 ， 水流平稳 ， 河 网 交

错 ， 湖 泊 星 罗 棋 布 。

”
？

从上述介绍 的情况 可 见 ，
尼 日 尔河 中 上游地 区 的 自 然环境 ， 同摩邻 国

的 荒凉景 象形成鲜 明 的 对照 。 自 然 条件迥然不 同 ， 怎 么能说它们是 同
一

个

地方呢 ？ 如果说上 面介绍 的是 当前或近 期 的情况 ， 而不是 ８ 世纪时尼 日 尔

河 中 上游地 区 的情况 ， 那也不能成为摩邻 国 即 马 里 的理 由 。 因 为 尼 日 尔河

流域北 面 的撒哈拉沙漠 ， 在 １ 〇〇〇 多年前 ， 它 的 面积还 远 远没 有扩展 到 现

在这样大 。 撒哈拉 沙漠 在 历 史 上 逐 渐 向 南 推 进 ，
是 由 于 种 种 原 因 所造 成

的 。 因 此 ，

１ ０００ 多 年前 （ 或 者说唐代 杜环摩邻之行 的 时候 ） 的 尼 日 尔 河

中 １：游地 区
， 其生 态环境 只会 比现在更好 ，

而不是相 反 。 先后 兴起 于这个

地 区 的 加纳 王 国 、 马 里 王 国 和 桑海帝 国 ， 国 势都非 常强盛 ， 这正是 当 时这

一地 区农业发达 因 而经济繁荣 的反 映 。 总之 ，
８ 世纪 中 期 杜 环 到 达并 亲 眼

目 睹 的摩邻 国 ， 绝不是起先属 于 曼 丁哥族 的索 宁 克人 建立 的 国 家
——加纳

①葛佶 主编 ： 《 简 明 非洲 百 科 全 １ ５ 》 （ 撒 哈拉 以 南 ） ， 中 国 社会科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０ 年 版 ， 第 ６

奴 。

② ［ 苏联 ］ 奥 尔 洛 娃 ： 《 非 洲 各 族 人 民 （ 文 化 、 经 济 和 生 活 概 况 ） 》 ． 莹 石 译 ， 世 界 知 识 出

版社 １％ ０ 年 版 ， 第 ５ ７ ５ ８ 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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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邻 国
”

是马 里 吗 ？９

王 国 以及后来 的 马里王 国
——马林克 （ 马林凯 ） 人建立 的王 国 。

三 居民生活状况

从
“

少米麦
”“

人餐鹘莽
”

等记载来看 ， 摩邻 国居 民是 以 椰枣 为 主要

食 品 的 。 而椰枣树大量生长的地区 ， 却是在非洲北部 ， 主要是在埃及 以西

马格里布地区 的绿洲之 中 ？ ， 而不是在撒哈拉沙漠 以 南 的尼 日 尔 流域 。 上

面说到 ，
尼 日 尔河的 上 中 游地 区 ， 盛产稻米 、 小 麦 、 玉米 、 高粱等粮食 ，

当地居 民 是 以 这 些 粮食 为 主食 ， 并 非 以 椰 枣 为 主 食 。 对 于 西 苏 丹地 区

（ 包括尼 日 尔 河 中 上 游 ） 居 民 的 饮食状况 ， 奥 尔 洛娃有这样一 段描述 ：

“

这个地 区 （ 指西苏 丹地 区
——

引 者 ） 各族人 民 的食物 ， 像整个非 洲 一

样 ， 主要是植物性 的 （ 素食 ） 。 人们 用面粉 （ 小米 面 、 玉 米面和 大米 面 ）

和木薯做饭 和 布 丁 ， 而 且 通 常 是 就 蔬 菜 、 香蕉 、 花 生 、 甘 薯加 植 物 油

（ 北方是卡里特油 和 花 生 油 ， 南 方 是棕榈 油 ） 做 的 菜 卤 调辣椒 面 一起 吃

的 。

”

？ 这段描述 ， 大体上 可 以 反 映 出 马 里居 民 的 饮食结构 。 在这个饮食

结构 中 ， 完全没有椰枣 ， 更不用说 以 椰枣为 主要食品 了 。

摩邻 国存在着亲属通婚 的 情 况 ， 即 《经行记 》 中 记 载 的所谓
“

寻 寻

蒸报
”

， 《新唐书 》 中所记载 的
“

不耻蒸报
”

。

“

寻 寻
”

指 袄教 ， 而袄教是

主张并实行亲属通婚的 。

？ 唐代与杜环生活基本 同 时 的 僧人慧 超和其所著

《往五天竺 国传 》 中 写道 ：

“

大 宴 （ 即大食一－

引 者 ） 已 （ 以 ） 东 … … 总

事火袄 ， 不误佛法 … …极恶风俗 ， 婚姻交杂 ， 纳母及姐妹为妻 ， 波斯 国亦

纳母为妻 。

” ？ 这 里说 的 就是火 袄教徒 的婚姻情况 ， 即
“

寻寻蒸报
”

。 然

而
，
尼 日 尔 河 中 上 游 的 马 里 ， 是 否 存 在 着 这 种 生 活 习 俗 呢 ？ 回 答是 否

定 的 。

①［ 埃 及 ］ 萨阿徳 ？ 扎格 卢勒 ： 《 阿拉 伯 马 格 里 布 史 》 第 一 卷 上 册 ， 上海 外 国 语 学 院 《 阿

拉伯 马格 里布史 》 翮译组译 ， 上海人 民 出 版社 １ ９７５ 年版 ， 第 ６２
—

６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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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 非 洲 研究

据 《法 国 大百科全 书 》 介绍 ：

“

马林克人 的 家庭属 于 父 系 血统 ， 家 族

的传代 、 继承关 系 是通 过 男 人 的 血统进 行 的 。 马 林 克 人 的 婚 姻 属 于 族 内

婚 ，
是一夫 多妻制 。 通 常 总是把女人嫁到 男 人家 中 。 男 家要 以 货 币 或牛 作

为结婚彩礼赠送 给女家 。 结婚彩礼是补偿女 家 出 嫁女 儿的损 失 ，

一般需要

一

次付 齐 ， 才 能 结 婚 。

”

？ 奥 尔 洛 娃 在 《 非 洲 各 族 人 民 》
一

书 中 写 道 ：

“

在 家 长制 的
一 夫 多 妻 的 大 家 庭 里一 切 事 务 都 由 家 长 掌 管 。 他 安 排 兄 弟 、

侄儿和 儿子们 的 工作 ， 安排青 年人娶妻 和姑娘 出 嫁 ， 支配家庭钱财 ， 出 卖

牲畜 以 便 交 纳 税 捐 和 购 买 必 要 的 物 品 （ 衣 服 、 鞋 、 装 饰 品 ） 。

”

？ 所 谓

“

族 内 婚
”

， 是指 婚姻 只 在 本 部族 内 部进 行 ， 并 非 亲 属 婚 姻 。 从 马 林 克 人

的婚姻 关系 来看 ， 完 全不 同 于摩邻 国 存在 的
“

不耻蒸报
”

的情况 。

《经行记 》 载 ， 摩邻 国 有 来 自 大秦 （ 罗 马 帝 国 或后 来 的 东 罗 马 帝 国 ）

的 医 生 ， 或者是 掌 握 了 大 秦 医 术 的 医 生 ， 他 们
“

善 医 眼 及 痢 ， 或 未 病 先

见
， 或开脑 出 虫

”

。 这里 ， 姑且不去探究 如 此髙 明 的 诊 断 和 治疗技 术是 否

属 实 ， 只拟探讨一下 ８ 世纪尼 日 尔河 中 上游地 区 ， 是否存在 大秦 医 生或 医

术 。 众所周 知 ， 早先 的 罗 马帝 国 和后 来 的 东 罗 马帝 国 ， 其势 力 范 围 只 是 到

达 了 非 洲北部 ， 而没 有到达撒哈拉沙漠 以南 。 尼 日 尔 河 中上 游地区 ， 并没

有 受 到 它们 的影 响 ， 怎 么 会有 如 此高 明 的 大秦 医 生或 医 术 呢 ？ 仅此一 条 ，

就足 以证 明 摩邻 国 不 是尼 日 尔河 中 上游一带 的 马 里 了 。

四 民族 、宗教和习俗

《 经行记 》 记载 的 摩 邻 国 ，

“

胡 则 一种 ， 法有数般
”

。 所 谓
“

胡 则 一

种
”

， 是说在摩邻 国 生 活 的 居 民 ， 都属 于 同 一 个 民族或 部 族 。 结 合 同 书 中

的
“

其人黑 ， 其俗 犷
”

的 Ｅ载 ， 可 知 这 个 民 族 （ 或 部族 ） 肤 色较 黑 ， 民

族性格 中具有较 为粗 犷 的特 征 。 撒哈拉沙漠 以 南地 区 的黑人 ， 多属 于尼格

罗 人种 ， 是符合
“

其人黑 ， 其俗 犷
”

这 个记载 的 。 但是 ， 对 于 非 洲 来 说 ，

①葛公 尚 、 曹枫编 译 ： 《 西 作 民 族 概 况 》 ， 中 ａ 社 会 科 学 院 民 族 研 究 所 ｉ
ｎ

＇

界 民 族 研 究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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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邻 国
”

是 马里 吗 ？ １ １

符合
“

其人黑 ， 其俗 犷
”

这种条件 的 地方 ，
可 以 说 比 比 皆是 ， 因 此 ， 仅

仅根据这一 点 并 不 能 够证 明 摩邻 国 必然 就 是 马 里 。 关键在 于
“

胡 则 一

种
”

， 即摩邻 国 只有 同
一个 民族 （ 或部族 ） 的 居 民 。 那 么 ，

８ 世纪 时 的 尼

日 尔河 中 上游地区 ， 是否 只生活着 同
一个 民族 （ 或部族 ） 呢 ？ 绝对不是 。

在这个地 区 ， 除 了 建立 马里王 国 的 马林克人外 ， 还有索 宁克人 、 班 巴 拉

人 、 迪 乌拉人 、 萨努人等 。 当然 ， 马林克人 、 索宁克人 、 班 巴拉人等属 于

曼德语支族 ，
可 以统称为曼德人 （ 或曼迪人 、 曼 丁哥人 ） 。 可是 ， 除 了 曼

德人之外 ， 这个地 区 内 还有不属于曼德语支族 的其他 民族 （ 或部族 ） ， 如

塞努福人 、 桑海人 、 图 阿雷格 人 等 。
① 王 颞也承认 ， 当 地有 属 于

“

尼 格

罗
”

的
“

黑色人种
”

（ 如 曼 丁 哥人 、 索 宁克人 、 桑海人等 ） 和 属 于
“

欧

罗 巴
”

的
“

白 色人种
”

（ 如 富尔 贝 人 、 弗拉尼人 、 图 阿雷格人等 ） 。 既然

如此 ， 这也就无法解释摩邻 国
“

胡 则一种
”

的 问题 了 。 总之 ， 自 古 以 来 ，

尼 日 尔河中上游地 区就生活着众多 的 民族 （ 或部族 ） ， 直到今天 ， 马里仍

然是一个多 民族 国 家 。 这个有 着不 同 语言 的 多样 民族 （ 或部族 ） 居住 的

地方 ， 显然不是
“

胡 则
一种

”

的摩邻 国 。

《经行记 》 在介绍摩邻 国
“

法有数般
”

时 ， 列 举 了 三种
“

法
”

。 即 大

食法 、 大秦法 和 寻 寻 法 。 陈垣先生说 ：

“

所谓 法 即 教也 。 大食 法 ，
回 教

也 。 大秦法 ， 景教 也 。

” ？ 冯 承 钧 先 生 说 ：

“

寻 寻 即 大食人 火 袄 教 徒 之

称 。

”

？ 笔者完全同 意这种解释 。 这就是说 ， 《 经行记 》 记载在摩邻 国 内 ，

存在着伊斯兰教 、 基督教 （ 景教 ） 和袄教 （ 亦称火袄教 、 拜火教 ） 。 这 三

种宗教信仰 以及在这三种宗教影响之下 的居 民 习 俗 ， 在 ８ 世纪 的 尼 日 尔河

中 上游地 区是否存在 呢 ？ 让我们来一一进行对照分析 。

先说寻寻法 。 如前所述 ，

“

寻 寻
”

即 袄 教 ， 他们 主 张并 实行 亲 属 通

婚 ； 而尼 日 尔河 中 上 游地 区 的 马 里境 内 ， 并没有这种婚姻 习 俗 。 也就是

说 ， 这个地 区并 不存 在 袄 教 及 其 影 响 。 袄 教 产 生 于 古 代 的 波斯 （ 今伊

朗 ） ， 亦称火袄教 、 火 教 、 拜火 教 或 波 斯教 。 相传其创 始人 为 琐 罗 亚斯

德 ， 因此也名 叫琐 罗 亚斯德教 。 袄教最初 流行于波斯和 中 亚细亚一带 ， 后

来又传入西亚和北非 的
一些地方 。 在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和伊斯兰 教传播 以

①李毅夫等编著 ： 《世 界各 国 民族概览 》 ， 世 界知识 出 版社 １ ９ ８６ 年版 ， 第 ２ ５ ６
—

２６０ 页 。

② 张一纯 ： 《 经行记笺 注 》 ， 中 华 书局 年 版 ， 第 ２２ 页 。

③ 冯 承钧 ： 《 西域南海 史地 考证论 著汇辑 》 ， 中 华书局 １ ９５ ７ 年 版 ， 第 ３ １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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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北非地 区许 多柏柏尔 人 曾 信奉袄教 。 例如 ：

“

关 于 祅教 ， 《 文 苑 良 友 》

的 作者提到 ， 在 非斯地 区 的 一些部族 里 ， 没 有 火 房 。

”

？ 尽管 如 此 ， 但 是

祅教并没有传播 到 撒哈拉沙漠 以南地 区 。 既然撒哈拉沙漠 以南 的尼 日 尔河

中 上游地 区 的 马 里 根 本 就 没 有 袄 教 （ 寻 寻 法 ） 存 在 ， 怎 么 能说它就 是 有

“

寻寻法
”

的摩邻 国 呢 ？

王颞并不认 为
“

寻 寻法
”

是 袄 教 ， 他 对
“

寻 寻
”

有 自 己 的 解释 。 他

说 ：

“ ‘

寻寻
’

与
‘

桑海
’

一 词 的衍生 词
‘

Ｓｏ ｎ
ｇ
ｈ ａ ｉ Ｔ

ｙ
ｅ

’

即
‘

桑海人
’

音

近 。

”

王 颞认 为 ，

“

寻 寻
”

是指 桑 海 人 ，

“

寻 寻 法
”

是指 桑 海 人 的 习 俗，

笔 者认 为 ，

“

法
”

间 然 可 以解 释为 习 俗 ， 但是 如 果要说
“

寻 寻 法
”

， 就 是

桑海人 的 习 俗 ， 则 似 欠 缺 充 足 的 理 由 。 因 为 说
“

寻 寻
”

与
“

桑 海 人
”

音

近 ， 毕 竟有点牵 强 ； 何 况 ， 这 种 解 释 也 不 符 合 《 经行 记 》 和 《 新 唐 书 》

屮 关 于摩邻 ３ 丨己载 的原 意 。 《 经行记 》 明 明 写 道 ：

“

其 寻 寻 蒸报 ， 于 诸夷

狄 中 最甚 《新唐 书 》 中 也说 ：

“

不耻蒸报 ， 于 夷 狄 最甚 ， 号 曰
‘

寻
’

。

”

摩邻 国 内 存在 的 这 种 乩伦 的婚姻 关 系 ， 在桑海人那 里 是并不存在 的 。

？ 怎

么 能说这种婚姻 关 系 （

“

寻 寻蒸报
”

、

“

不 耻蒸报
”

） 是 桑海 人 的 习 俗 呢 ？

既然 桑海人没有这 种 习 俗 ， 那就 只 能证 明 ， 摩邻 国并不是桑海人 的 国 家 。

其次来说说大 秦法 。 所谓大秦法 ， 指 的是产生 于古代 罗 马帝 国境 内 的

基督 教 。 早在 罗 马帝 国 时期 ， 基督 教 曾 传人它统治下 的北非地 区 。 阿拉伯

人 来 到这 里 以 后 ， 伊斯 兰 教迅速取得统治地位 ， 基督教 的势 力 和影响 范 围

逐渐减退 ， 并且几乎 消 失 了 。

④ 至 于撒 哈拉沙 漠 以 南 的 尼 日 尔 河 中 上 游地

区
， 古代不 属 于 罗 马帝 国 的统治范 围 ， 基督教 的势 力 和影 响 也未 能到 达这

里 。 有 的 书 中 介绍 说 ，
基督 教是在 丨 ９ 世纪 才传 入 西 非 地 区 的 ， 可 见 ，

８

世纪 的 尼 日 尔河 中 上 游地 区 的 马 里 ，
根 本 就 没 有 基 督 教 ，

也 就 是说 没 有

“

大秦法
”

。 既然 如此 ， 怎 么 能够将 它 与
“

有 大 秦法
”

的 摩 邻 国 混 为 一 谈

① ［ 埃及 ］ 萨阿德 ？ 扎格卢 勒 ： 《 阿 拉 们 马 格 里 布 史 》 第 一 卷 上册 ， 上 海 外 学 院 《 阿

拉 伯 马 格 里 布 史 》 翻 译组 译 ， Ｉ

？

．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丨 ９ ７ ５ 年 版 ， 第 ６２
—

６ ３ 贞 。

② 五 超 丨 ： 《 摩邻 ： 中 国 中世 纪 义 丁
？

西 仆： 洲 的 Ｃ载 》 ． 载 《 中 同 史 研究 》 ２００ １ 年第 １ 期 ？

③ ［ 埃 及 ］ 埃德蒙
？ 德 里维 埃 ： 《 Ｗ Ｈ 尔 史 》 ， 丨 海 师 范大 学 《 尼 Ｈ 尔 史 》 翻 译 组 译 ， Ｉ

？

． 海

人 民 ｉ ｌ
ｉ 版社 １ ９ ７ ７ 年版 ， 第 ５ ０

—

５ ５ ！
）（ ？

④ 何 芳 川 、 宁骚 主编 ： 《 １ Ｈ 洲 通 史 》 （ 占 代 卷 ） ，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１ ９９ ５ 年 版 ， 第 １ Ｍ

贞 。

⑤ 葛公 尚 、 曹枫编 译 ： 《 两 非 民 族概 况 》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民 族 研 究 所 世 界 民 族 研 究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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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邻 国
”

是 马 里 吗 ？ １ ３

呢 ？ 王颞认为 ，

“

大秦法
”

并非基督教 ， 而是指 罗 马文化 。 文 中说 ：

“

所

称
‘

大秦法
’

， 指 曾 在罗 马帝 国治下 的
‘

柏柏尔人
’

旧 俗 。

” ① 笔者认为 ，

尼 日 尔河 中上游地 区不仅不在 罗 马帝 国 的统治之下 ， 而且它与 罗 马帝 国 统

治下 的北非地 区之间 ，
还 隔着浩瀚的撒哈拉沙漠 。 尽管古代有繁荣 的商道

曾 经
一度将它们联系起来 ， 但是很难找 到 罗 马文化在这里有什么影 响 。 如

果说北非 的柏柏尔人 曾在罗 马帝 国统治之下 ， 因 而柏柏尔人的 旧俗也就代

表 了 罗 马 文化 ， 这实在是太勉强 了 。 更何况 ， 柏柏尔人是生活在非 洲北部

的土著 民族 ；
虽然有少数柏柏 尔 人 （ 例 如 属 于柏柏尔 人支 系 的 图 阿雷格

人 ） 分布于沿尼 日 尔 河 的 萨赫勒地 区 以 及东北部阿德拉 尔一伊福 拉斯髙

原 ， 但他们却不是尼 日 尔河 中上游地 区 的 主体居 民 。 怎 么能够 以他们 的 旧

俗作为 罗 马文化在这个地 区 的证明 呢 ？

最后再来看看大食法 即伊斯兰教 。 大食法 （ 伊斯兰教 ） 在 《经行记 》

和 《新唐书 》 的记载 中 ， 占有 突 出 的位置 。 可 以说 ， 《经行记 》 和 《新唐

书 》 中关于摩邻 国 居 民 宗教信仰 和影 响 的记载 ， 其 内 容也都是大食法 即

伊斯兰教所特有 的 ： （

一

）

“

者 ，
以 弟 子 亲戚而作判 典 ， 纵有微过 ， 不致

相 累 。

”

根据伊斯兰教的法规 ， 在判罪 的 时候 ， 只将罪 责 加在罪犯 一人身

上 ， 绝不株连其亲友 。

？
（
二

）

“

食猪 、 狗 、 驴 、 马 等 肉 ，
不拜 国王 父母之

尊 ， 不信鬼神 ， 祀天而 已 。

”

这完全符合伊斯兰 教徒 的饮食 习 惯和宗教信

仰 。 他们 只崇拜
“

安拉
”

（ 即
“

主
”

或
“

真主
”

） ， 认 为 它 是最永存 的 天

神 。
？ （ 三 ）

“

其俗 ， 每七 日
一假 ， 不 买卖 ，

不 出 纳 ， 唯饮酒谑浪 终 日 。

”

记载大致符合伊斯兰教徒举行集体礼拜 的情况 ： 伊斯兰教规定每七 日 举行

一次集会 ， 集会定在星期 五 ， 称为
“

主麻
”

即
“

聚礼 日
”

。 这里所介绍 的

摩邻 国 居 民 的宗教信仰 、 法规和风俗 习 惯 ， 都属 于伊斯兰教 ， 这是十分 明

显 的 。 然 而 ，
属 于伊斯兰教 的这些宗教信仰 、 法规和风俗 习 惯 ， 在 ８ 世纪

的尼 日 尔河 中 上游地 区 ， 特别是在马里 ， 是否存在 呢 ？ 或者用王颞的话来

说 （ 他认为
“

大食法
”

是伊斯兰文化 ） ，
这个地 区是否存在伊斯兰 文化 的

内 容和影 响 呢 ？ 其实 ， 伊斯兰文化与伊斯兰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 因此

①王颞 ： 《 摩邻 ： 中 国 中 世纪关 于 西 非 洲 的 记载 》 ， 载 《 中 国 史 研 究 》 ２００ １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５ ８页 。

② 白 寿彝 ： 《 中 国 伊斯 兰史 纲 要 参考 资 料 》 ， 第 １ ３ １ 页 ， 转 引 张 一 纯 ： 《 经 行 记笺 注 》 ， 中

华 书局 １ ９６ ３ 年版 ， 第 ２ ３ 页 。

③ 张一纯 ： 《 经行记笺 注 》 ， 中 华 书局 １ ９ ６ ３ 年版 ， 第 ２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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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不去严格地将它们 区分幵 来 了 。

马塞尔 ？ 佩鲁东在 《 马格里布通史 》 中 写道 ： 阿拉伯 人
“

于 ６４０ 年 开

始侵人马格里布 ，

７ １ ０ 年 到 达丹古 尔 。

” ？ 这 就是说 ，
阿拉伯 人 完 全征 服北

非地 区 ， 是在 ８ 世纪初 。 伊斯 兰 教 和伊斯 兰 文 化 随着 阿拉伯 人 的 征 服 ， 来

到北非传播 。 对于撒哈拉沙漠 以 南 的地 区 ， 伊斯兰教是什么 时候进 人 的 呢 ？

王颞引 用 了 德 国学者威廉 ？ 菲舍尔所著 《上沃尔特 》
一书 中 的 一段话 ：

＂

尽

管伊斯兰教起 源 于 国 外 ， 但它 寻找进入撒 哈拉 以 南 的 非 洲 途径 ， 要早 至 ８

世纪 。

”

？ 査这段话在该书 中译本是这样说的 ：

“

尽管它起源于 国外 ， 但它寻

找进人撒哈拉 以 南 的 非 洲 的途径 比基督 教还 早 （
八世纪 ） 。

” ？ 这 段话 的 意

思很 明 显 ， 是说伊斯 兰教传人撒哈拉 以 南 的 时 间 ， 比基督教要早 。

这 里说到 的 ８ 世纪 ，
至 多 只 能表 明 从那时起伊斯 兰 教 已 开始通过撒 哈

拉商道 向南传播 了 。 从开始传播 到撒哈拉沙漠 以 南地 区接受伊斯 兰 教 ，
是

经历 了
一个过程 的 。 法 国 学者皮埃尔 ？ 古鲁认 为 ：

“

马 里 王 国 的 曼 丁 哥 人

大约 是在公元 １〇〇〇 年仿效桑海人和博尔努人宗奉伊斯 兰 教 的 。

”

？ 我 国 研

究非 洲 史 的学者认 为 ：

“

伊斯 兰 教在西苏丹 和 中 苏 丹 的传播 经历 了 两个 历

史 阶段 ：
８
—

１ １ 世纪 ７ ０ 年代 为 第 一 阶段 ，

１ １ 世纪 ７０ 年代  １ ６ 世纪 为 第

二 阶段 。

”

？ 虽 然 从 ８ 世纪起伊斯 兰 教 已 开 始 进 人撒 哈 拉 沙 漠 以 南 地 区 ，

但是加 纳 王 国 的统治者长期拒绝 改宗伊斯 兰教 。 马 里 的 国 王 巴 拉 门 达纳 皈

依伊斯 兰教 ， 约 在 １ ０５ ０ 年 ，

？ 即 １ １ 世纪 中 期 。

“

即 使 到 １ ５ 

—

１ ６ 世纪 ， 伊

斯 兰 教在全桑海帝 国境 内 仍然 不 占 统治地位 。 居住在帝 国 东部的普通桑海

人 以及生 活 在帝 国 其余部分 的 乡 村地 区 的 各族人 民 ， 仍然 固 守着他们祖先

的信仰 。

”

？ 由 此可 见 ， 伊斯兰教在这里 的 传播 ， 经历 了 多 么 漫 长 的 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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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邻 国
”

是 马 里 吗 ？ １ ５

加纳 、 马里 、 桑海 ， 是尼 日 尔河 中 上游地 区 曾 经存在并先后称雄 的三个王

国 。 从历史事实来看 ， 在 ８ 世纪的 尼 日 尔河 中 上游地 区 ， 却根本找不到伊

斯兰教 （ 或伊斯兰文化 ） 的影响 和表现 。 根据杜环 《经行记 》 中 的记载 ，

８ 世纪时 ， 伊斯兰教在摩邻 国 已 占统治地位 ， 而尼 日 尔河 中 上游地 区 的情

况却完全不是这样 。 伊斯兰教盛行于尼 日 尔河 中 上游地 区 ， 从时 间上来说

要晚于唐代杜环 的摩邻 国之行 ， 怎 么能说摩邻 国就是这个地 区 的马里呢 ？

五 国名的对音和含义

王颞说 ：

“ ‘

磨邻
’

或
‘

摩邻
’

， 应该是
‘

马里
’

－
ｒ词 的译音 。

” ① 马

里 （
Ｍ ａｌ ｉ

） 和 摩 邻 （
Ｍ ｏ ｌ ｉｎ

） 的 读 音 相 近 ， 这 一 点 应 当 肯 定 。 但 是 ， 与

“

摩邻
”

读音相近 的非洲地名 ， 如本文开头所列举 的 ，
还有很多 ， 并非仅

仅只有 马里 。 因 此 ， 对音 只 能作 为地名 （ 或 国 名 ） 考证 的
一个依据 。 尽

管这是一个重要 的依据 ， 但是还必须考虑其他方面 。 只有 同地理位置 、 自

然条件 、 居 民生活 、 宗教信仰 等方面联 系起来加 以 考察 ， 看看实际情况与

史籍记载 的诸多 内 容是否符合 ， 才能作 出科学 的结论 。

这里还有一个 问题 ：

“

马里
”

一词从何而来 ？ 王颞说 ， 马 里
“

不一定

实指 当 时存在 的
‘

马勒尔
’ ”

。

“ ‘

马里
’

一词 ， 其原来意思仿佛 与 当地统

治者的称号有关 。

” ？ 王颞接着又 引 用 了 费奇著 《西非简史 》 中 的
一段话 ：

“

它 （ 马里
——笔者 ） 的含义不过是主子或 国 王居住 的地方 ，

因此是政治

权力 的 中心 ， 并 引 申 为 由那里统治 的地方 。 阿拉伯 的 资料和 当地 的传说 中

都有证据可 以说明 ： 这一带所有 曼迪人 的 王 国 都能称之 为 马 里 。

” ？“

马

①王颐 ： 《摩邻 ： 中 国 中 世纪关 于 西 非 洲 的记载 》 ， 载 《 中 国 史研 究 》 ２００ １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５ ８页 。

② 同 上 。

 ｆ

③ 王颞 ： 《 摩邻 ： 中 国 中 世纪关 于西非 洲 的记栽 》 ， 载 《 中 国 史研究 》 ２００ １ 年第 １ 期 。 按 ：

王颞所用这一段 文字 ， 个别地方有差漏 。 该书 是这样说 的 ：

“

它 （ 马里 ） 的含 义不过是
‘

主 子或

者 国 王 （ 曼 萨 ） 居住 的地方 因 此是政治权 力 的 中 心 ， 并 引 申 为 由 那 里统 治 的地方 。 阿拉 伯 的

资料 （ 已 如上述 ） 和 当地 的传说 中都有 证据 可 以 说 明 ， 松 迪 亚塔 和他 的 继 承者创 立 的那个 伟 大

国 家决不是尼 日 尔河流域上 游 的第 一个曼迪人 的王 国 ， 这一带所有 曼迪 人 的王 国都能称之为
‘

马

里
’

（ 或 者
‘

马 勒尔
’

等等 ） 。

’ ’

见 ［ 英 ］ 费奇 ： 《 西非简 史 ＞ ， 于現译 ， 上海 人 民 出 版社 １ ９７ ７ 年

版 ， 第 ４５ 页 。



１ ６ 非 洲 研 究

里
”

一词 的 含 义 ， 的 确 是
“

国 王 所 居 之 地
”

。

？
由 于 它 是 曼 迪 人 （ 曼 德

人 ） 对 国 王居住地方 的
一 种称 呼 ， 因 此 只 要 是 有 国 王 居 住 的 地 方 及 其 所

辖地 ， 曼迪人都可称之为 马里 。 但是 ，
王颞说 ：

“

无论是 当 时 已 在
‘

索 宁

凯 人
’

治下 的
‘

加纳
’

，
还 是仍在

‘

桑海 人
’

掌握 中 的
‘

桑 海
’

， 在 该地

区 的 主 要居 民
‘

曼 迪 人
’

都把他们 泛 称 作
‘

马 里
’

。

”

② 这就 是说 ，

“

加

纳
”

或者
＂

桑海
”

， 都能 被 称 为
“

马 里
”

。 在 这 两个 国 家 （ 加 纳 、 桑 海 ）

中 ， 王颐认为 ：

“

尤 以
‘

桑海
’

为 贴切 ，
因 为 它 占 据着 水 产最 为 丰 富 的 内

陆 三 角 洲 。

”

③ “

正是这样 ，

‘

桑海
’

成 了
‘

马里
’

、

‘

摩邻
’

。

” ④ 综合 王颞 的

意思 ， 认 为
“

马里
”

是桑海 王 国 境 内 居住 的 曼迪 人对这个 国 家 的称 呼 。 然

而 ， 桑海王 国境 内是否居住着曼迪人呢 ？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吧 。

桑海 ， 是 ７ 世纪 时在尼 日 尔 河 中 上游地 区 建立 的 一个小 国 ， 它 的都城

在库吉 亚 ， 后迁 至登迪 。

？８ ９０ 年 ， 占 领 加 奥 ， 故 也称加 奥帝 国 。
１ ３ 世纪

后 半 叶 曾 被 马 里帝 国 所 征 服 ，

１ ５ 世纪 时强 大起 来 ，

１ ６ 世纪时 势 力 达 于 极

盛 。 有 关 著作写道 ：

“

在最初 的 ２００ 年 里 ，
王 国 疆域 狭 小 ， 仅 限 于 以 库 基

亚 为 中 心 的
一

片 地方 。

”

？ 从桑海 的 发 展 历 史 可 以 看 到 ， 在 杜 环 到 达 摩 邻

国之时 的 ８ 世纪 中 期 ， 桑海王 国 的版 图很小 ， 势 力 也不强大 。 它境 内 除 了

本族居 民索尔科人外 ， 并没有统 治其他族人 。 这 时 ， 早期 桑海 王 国 境 内 怎

么会居 住着 曼迪 （ 曼 德 、 曼 丁 哥 ） 人 呢 ？ 只 有 加 纳 王 国 的 主 体 民 族 索 宁

凯 （ 索 宁 克 ） 人 和 马 里 王 国 的 主体 民族 马林克 （ 马 林凯 ） 人 ， 才 属 于 曼

迪 语族 系 ， 而 桑 海 王 国 的 主体 民族索尔科人却 不属 于 曼迪语族 系 。 杨人榧

先 生说 ：

“

桑 海 人 的 语言在西 非语言 中 是 独 特 的 ， 与 其 他语 言 没 有 联 系 ，

所 以 格林伯 格把它单独 列 为 一个语 系 。

”

？ 既 然 早 期 桑 海 王 国 境 内 并 没 有

曼迪 人 居住 ， 而 桑海人 的语言 与 曼 迪人 的 语 言 又 没 有 什 么 联 系 ， 那 么
，

８

世纪 中 期 的 桑海居 民 怎 么 会称 自 己 的 国 家 为
“

马 里
”

呢 ？ 因 此 ， 说
“

马

０ ） 杨 人 榧 ： 《 非 洲 通 史 简编 》 ， 人 民 出 版社 １ ９ ８ ４ 年 版 ， 第 １ ３ ５ 页 。

②颞 ： 《 摩 邻 ： 中 闰 中 世纪 关 于 西 非 洲 的 记 载 》 ， 栽 《 屮 闻 史 研 究 》 ２００ １ 年第 ｉ 期 ， 第

１ ５ ８办

③ 同 上 。

④ 同上 。

⑤ 葛佶 主编 ： 《 简 明 非 洲 百 科 全 书 》 （ 撒 哈拉 以 南 ） ， 中 Ｎ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０ 年 版 ， 第

６６ 页 。

⑥ 何芳川 、 宁骚主编 ： 《非洲通史 》 （ 古代卷 ） ，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１ ９９５ 年版 ， 第 ２９４ 页 。

⑦ 杨人榧 ： 《 非 洲通 史简编 》 ， 人 民 出 版社 １ ９ ８ ４ 年 版 ， 第 １ ３ ５ 贞 ？



摩邻 国
”

是 马 里 吗 ？ １ ７

里
”

是桑海居 民对 自 己 国 家 的称呼 ， 这种解释是讲不通 的 。

至于
“

马里
”

这一名 词 的 含 义 ，
王颞 的解释也与 其 引 用材料上 的解

释不符 。 王颞说 ：

“ ‘

马里
’

一词 ， 其原来意思仿佛与 当地统治者 的称号

有关 。

”

而 引 用 的 《西非简史 》 中 明 明 是说 ， 马 里 的
“

含义不过是主子或

者 国王居住 的地方
” ？

。 本来是
“

国 王 居住 的 地方
”

，
王 颞却说成是

“

当

地统治者 的称号
”

， 这 岂不是相互矛盾 吗 ？ 不仅如 此 ，
王颞 的解释也不符

合历史事实 。 历史事实是 ， 在古代尼 日 尔河上 中 游地区 ， 即 曾经存在并先

后称雄的加纳 、 马里 、 桑海三个王 国 （ 或帝 国 ） ， 都没有将
“

马里
”
一词

作 为 国王称号的情况 。 除 了
“

加 纳
”

起初 是 国 王 的 称号 （ 意思 是
“

战 时

统帅
”

或
“

军事首领
”

）

？
、 后来又成为 国 名 之外 ，

“

马里
”

、

“

桑海
”

只是

国 名 ， 并不是 国 王 的称号 。

既然古代尼 日 尔河上 中 游地 区 ， 无论是加纳 、 马里 、 桑海 ， 没有任何

一个统治者 （ 国王 ） 的称号 叫 做
“

马 里
”

， 那 么 ，

“

马 里
”
一词 的 含 义 ，

只 能是
“

国 王所居之地
”

。 这个
“

国 王所居之地
”

， 实 际上就是这个 国 家

的首都 ，
因此

“

马里
”

也就成 了 首都 的城 名 ， 并进而成 为 这个 王 国 的 国

名 。 简言之 ，

“

马里
”

是王 国 的 名称 ，
而不是 国 王 的称号 。

最后需要说 明 的一点是 ， 马里王 国 的早期 国 家
“

马 勒尔
”

， 其 国 王 的

头衔是
“

厄尔
一

穆斯里 马 尼
”

； 后来松迪亚塔统一马 里帝 国 ， 则称为
“

曼

萨
”

（ 马林凯人语 ） 或
“

马 干
”

（ 索 宁 凯人语 ） ， 意 即 皇帝或王 中 之王 。
？

由 于马里王 国
一再迁都 ， 所 以有好几个 马 里城 。

？ 虽然 这几个马 里城的具

体位置 尚 不清楚 ， 但可 以 肯定 的是 ，

“

马里
”

作 为首都和 王 国 的 名 称 ， 正

式 出 现于西非历史上 ， 是在松迪 亚塔统治 时期 。
１ ２４０ 年 ， 松迪亚塔建都

尼 阿尼
， 从此尼 阿尼被称为

“

马 里
”

（

“

国 王居所之地
”

） 。 松迪亚塔创建

的这个 国 家 ， 便被称为
“

马 里帝 国
”

。 然 而 ， 这 时 已 是 １ ３ 世纪 中 期 ， 离

杜环到达摩邻 国 的 ８ 世纪 中 期 ，
已经过去五个世纪 了 。

（ 责 任 编 辑 ：
王 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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