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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粟特人是生活在中亚两河流域的一个古代民族，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著名的商业民族。
自汉魏以来，由于经商、战争等原因，很多粟特人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古中国历史上最有特色的一个外来民族。
《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以传统史料为基础，大量利用墓志材料、图像资料，主要考
察了北朝来年到隋唐时期进入中国的粟特胡人，特别是隋唐都城地区的粟特胡人情况，通过深入分析
他们与中国社会的互动，以期将粟特这一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外来民族尽可能真实生动地展现
出来，并借此来探讨隋唐时代的国际精神。

《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的作者是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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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毕波，生于陕西蒲城，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大学，2006年博士毕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国
学院任教。
研究方向主要为西域历史，关注活跃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粟特胡人。
已发表《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虞弘墓所谓“夫妇宴饮图”辨析》、《怛逻斯之战和天威健
儿赴碎叶——新获吐鲁番文书所见唐天宝年间西域史事》、《尼雅新出粟特文残片研究》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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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年来，随着一批粟特胡人首领墓葬或与粟特相关的墓葬的发现，粟特研究迅速升温，成为国内
学界热点，各种研究层出不穷。
尽管研究的主题、侧重点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包容性强、涉及范围广：从空间上看
，由粟特本土到中国境内、漠北草原；从内容上看，涉及粟特历史、地理、民族、语言、艺术、宗教
、商业等等，可谓无所不包。
虽然这方方面面的工作也在相当程度上确实推进了国内的粟特研究，但对某些最基本的具体问题的研
究还不够深入透彻。
因此，本书写作中着力做到以下两点：（1）在研究时段方面，截取粟特胡人在华的中间部分，即从
北齐、北周到隋唐，因为这是在华粟特胡人发展的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也是最能反映他们和中国社会
互动的一段时期；（2）在研究问题的选取上，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重点选择前人关注不够的几
个方面，对于一些常常是一带而过的问题做深入的分析，希望通过这种细致甚至是琐碎的清理工作，
力图深化学界对于人华粟特胡人的认识。
　　从研究归类上来讲，粟特研究的课题属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范畴。
张广达先生曾言，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除了自身具有科学研究旨趣之外，又具有现实意义。
在当今世界，跨文化的相遇日益频繁，异质文化的互动日益加强，对此人们的讨论重点已经不再是跨
文化的接触本身，而是频繁接触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①笔者最初对此并不完全理解，但是随着本书写作的日渐深入，逐渐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
无论古今中外，社会认同都是移民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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