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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通史(上册)》内容简介：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五千年的文明史涌现了无数英雄，演义了多少
朝代。
为将中国历史一一说清，历史学家用毕身精力著书立说，周谷城先生编著的《中国通史》便是其中之
一。
《中国通史(上册)》摆脱了体例庞大的烦扰，但仍不失考证严谨、史料丰富的优点，得到广大读者的
喜爱，是一本较好的文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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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交通的道路】至于交通的道路，在中国方面，有些记载，在欧洲方面，也有些记载。
都是从商人的报告中得来的。
欧洲方面的记载，见于拖勒米（ Ptolomy）所著之《地理》一书中。
拖勒米为希腊化埃及人，当公元二世纪时，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市为有名的地理学者及气象学者。
他从他的前辈马里纳（Marinus）手里得到关于古代中西陆路通商要道的知识。
这等知识的本身又是马里纳从马其顿商人马易士（Maes，又叫做Titianus）的许多代办人的直接报告中
得来，最为重要而详尽。
这些代办人常旅行大夏，由大夏到所谓“产丝之国”（即中国），贩买丝织物品，所以有详尽的通商
要道的记载。
（参看斯坦因之《亚洲极中部》EInn-ermost Asia]卷二页八四八及《古代中亚之遗迹》页二九三）拖勒
米的著作中所记西梯亚（Scythia）之里部与外部，就是葱岭上中西通商要道之阿来谷（ Alai）的西边
与东边。
玉尔（Sir Henry Yule）为解释古代游记最有名的人，为译《马可波罗游记》，译得最好的人，也有极
合理的论断，认定马其顿商人到东方通商的要道，正经过葱岭上卡拉台金（ Kar a-tegin）迤东之阿来
谷。
不过拖勒米的记载虽甚重要而详尽，来源虽甚可靠，但在未得到实地的证据之时，也终只是一种记载
而已。
玉尔的论断虽甚合理，也只是一种论断而已。
　　中国方面的记载，见于裴矩的《西域图记·序言》中。
矩在隋炀帝时，管理中国与西域通商之事，常由商人的报告中得到关于西域诸国的知识，因之对于中
西通商的要道也有些若隐若显的记载。
其《西域图记·序》曰：　　皇上膺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
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
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译众口。
⋯⋯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
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
谅由富商大贾周游经涉，故诸国之事，罔不遍知。
复有幽荒远地，卒访难晓；不可凭虚，是以致阙。
而二汉相踵，西域为传，户民数十，即称国王，徒有名号，乃乖其实。
今者所编，皆余千户；利尽西海（就下面的文章看，好象指地中海），多产珍异。
其山居之属，非有国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载。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
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国（或谓即东罗马帝国）达于西海。
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茲、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
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
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唱藥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
达于西海。
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
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
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
（《隋书·裴矩列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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