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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研究中国一拜占庭帝国关系的通史性著作。
作者充分借鉴国际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将中国与拜占庭史料及相关辅助史料置于共时性的时空范围
内互相参证，打通其隔阂，采用校勘比对、多语言互证、音韵勘同等研究方法，在许多关键点上取得
了突破，呈现了中国一拜占庭帝国关系的新面貌。
《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对两帝国间中介族群角色的研究，使东西两大帝国关系的内涵更为丰
富、充实，面目更为清晰、真切。
作者在这一领域的开拓性探索，突破了以往的研究视野，将中国一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提高到了一个
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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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世纪上半叶欧亚大陆的政治形势，从拜占庭帝国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大事，莫过于对东部边境
的老对手萨珊波斯的战争和北部边境多瑙河防线对斯拉夫人的战争；这二者之中，尤以对萨珊波斯的
战争对帝国命运的影响为大。
从603年始，波斯国王库斯老二世发动对拜占庭的战争，到627年拜占庭帝国的一代雄主希拉克略在尼
尼维彻底击败波斯军队，解除波斯对帝国的威胁，西方两个最强大的帝国几乎将全部力量消耗在战争
上。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面对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新兴伊斯兰势力的暴风骤雨般的攻击，这两个帝国均无
力组织有效抵抗。
630年，阿拉伯军队打败萨珊波斯；634年，在艾支那丹打败拜占庭军队；635年阿拉伯军队占领大马士
革和艾美萨；636年波斯首都泰西封陷落，同年在决定性的雅穆克河战役中，拜占庭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638年圣城耶路撒冷失陷；640年凯撒里亚落于阿拉伯军队之手；同年阿拉伯军队侵入埃及，642年攻
陷拜占庭帝国的海军基地亚历山大里亚，至此，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已夺取了拜占庭帝国在亚洲和北非
的大部分领土。
阿拉伯势力的兴起造成的危机是波斯和拜占庭两大帝国面临的最大难题。
　　在中国方面，此时在唐太宗的筹划下，正是全面出击东、西两突厥获得成功，唐帝国威望在西域
趋于高峰之时，唐朝的统治权远及费尔干纳、大夏以及阿富汗、呼罗珊的部分地区。
在波斯帝国已为阿拉伯军队所灭亡的情况下，拜占庭政府希望在中亚找到可以利用的力量，与之建立
友好关系，结成联盟，以便帮助他们抵御新兴起的阿拉伯敌人，是十分可能的。
如果考虑到此前（638）曾有萨珊波斯末代君主耶兹底格德（即中国史书中的“伊嗣俟”）派使者向中
国求援的事实，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言，拜占庭使团的目的也应是为了从中国得到援助，应对
来自阿拉伯势力的凌厉攻击。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