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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隆重纪念中摩建交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期待已久的《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
）》终于问世了。
这是中摩关系、中阿关系乃至中非关系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是献给各国人民的一份厚礼。
伊本·白图泰是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中的佼佼者。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给予他高度评价，说他是“在蒸汽机时代以前无人超过的旅行家”。
他的成就远远大于马可·波罗。
有人说，如果将马可·波罗与伊本·白图泰他们二人进行比较的话，人们不得不说，马可·波罗只不
过是个“矮子”，而伊本·白图泰则是名副其实的“巨人”。
《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
在中国出版从阿拉伯语直接翻译的全译本这还是首次。
这部书忠实地纪录了摩洛哥伟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将近30年的旅途各国见闻。
这部巨著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朴实无华，资料翔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是研究中西
交通史、海上丝绸之路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也是研究中阿、中非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史料。
这部书距今已经六百五十多年了。
沧海桑田，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的许多名声显赫的地方与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今天看来都是那么遥远，那么神秘莫测。
翻译这么一部巨著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没有足够的阅历，深厚的语言翻译功底和征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毅力，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决心是无论
如何也无法完成的。
译者个人在家人的鼓励下，默默无闻地从事翻译、考证、诠释、注解工作。
几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爬格子，坚持不懈做学问，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人，生活中就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作为支柱。
阅读这部巨著过程中，我对译者个人这种顽强的奋斗精神，深表敬佩。
他独自闯出一条翻译与科研兼顾的家族式的译研结合、同时并举的新路。
在翻译方面，他坚持精益求精，力争做到信达雅，尽善尽美，还要表达出原作的精气神。
他认为这就是“译魂”。
他说，如果译文“失魂落魄，读起来味如嚼蜡，那就大失水准，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历史，成了千古
罪人”。
中译者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毅力？
一方面是他从青少年时期就有一个远大理想，用他的话说就是学做唐玄奘，做一名翻译家，使自己变
成一座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让中外文化、经济、政治交流得以顺利进行。
一个好翻译就要将外国的好经验拿来为我所用，将我国的友好情谊传播到世界各国去。
这是他一生为之而奋斗的目标。
为了给历史留下一点精神财富，他甘于寂寞，苦心钻研，艰苦奋斗。
终于，他在翻译研究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感悟。
因此，在翻译这本巨著之余，他还写出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伊本·白图泰中国纪行考》一书，也
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发行。
另一方面是他深受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影响，他知道周总理对伊本·白图泰很是器重。
1963年访问摩洛哥时，周总理曾提出到伊本·白图泰的家乡凭吊，但由于日程安排等原因未能实现。
中译者从那时起，就萌生了翻译这本巨著的想法。
现在可以告慰周总理的在天之灵，《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已经正式出版发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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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伊本·白图泰生长于丹吉尔，在那里一直待到公元1325年。
他的名字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拉·伊本·穆罕默德·伊本·伊布拉欣·赖瓦蒂·团智，号称
阿布·阿布杜拉，闻名于世。
于回历703年（公元1303年）七月十七日生于丹吉尔，在丹吉尔一直住他二十二岁时。
他在家里过着安逸富裕的生活，从未有过离乡背井与家属分别的念头。
后来终于为了朝觐而应邀出游。
 这部旅行家笔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成为中世纪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一部价值极
高的著作，被许多学者引用，至今仍是研究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资料。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异境奇观>>

作者简介

作者：(摩洛哥)伊本·朱甾 解说词：马贤 (摩洛哥)阿卜杜勒·哈迪·塔奇 合著者：(摩洛哥)伊本·白
图泰译者简介：李光斌，名长生，祖籍天津市宝坻县。
1936年3月5日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石山下、英金河畔，家境贫寒。
夫人郑淑贤。
子女三人，二男一女。
1961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
后被选派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研究生班读研。
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外交部从事外事、翻译工作。
1966-1971年间，借调到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工作。
参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选》、《毛主席语录》以及样板戏的汉译阿的审定稿工作。
1971一1986年，先后在中国驻科威特、阿曼、也门等使馆长期工作了近15年。
1991年，被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专家档案数据库阿拉伯语专家行列。
现为阿拉伯语正译审，资深翻译，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荣获特殊贡献奖证书。
2003年11月被开罗阿拉伯语言科学院授予终身外籍院士荣誉称号。
2004年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办的纪念伊本·白图泰诞辰’700周年的“巴黎国际论坛”并宣
读了题为“伊本·白图泰与中国的关系”（阿拉伯文）的论文。
2005年出席埃及语言科学院年会，在会上作了题为“伊本·白图泰中国纪行考”（阿拉伯文）的报告
，还宣读了《伊本·白图泰——阿拉伯旅行家的泰斗》的论文，并参与了《新编阿拉伯语辞海》的编
撰工作。
2006年中国与科威特建交35周年之际，受到科威特国埃米尔的表彰，发给奖状，并被科威特大使巴疆
誉为“民间大使”。
主要著作：《伊本·白图泰——阿拉伯旅行家的泰斗》（阿拉伯文）、《论突厥语大词典——千年前
第一部突厥语阿拉伯语词典》（阿拉伯文）、《阿拉伯地名纵横谈》、《论阿拉伯语文字的演变与特
征》、《一代天骄阿拉法特与巴勒斯坦问题》、《卡塔尔概况》、《萨达特——中东和平进程的先行
者》、《拉宾——和平进程中的殉道者》、《沙漠中的王国——沙特》、《科威特八年外交生涯》、
《阿曼苏丹国之旅》、《幸福之国也门》、《论伊本‘白图泰和他的（旅途各国奇风异俗珍闻记）》
以及《伊本·白图泰中国纪行考》等。
主要译著：《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赛福奇遇记》、《天房史话》、《戈尔巴乔夫—
—通往政权之路》、《科威特宪法》、《科威特：事实与数字》、《阿曼概况》、《苏阿德·萨巴赫
诗集》及其他数十种政府文件并参与《阿拉伯语汉语词典》的编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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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离开菲达维叶派的城堡后，我来到了杰卜勒城②。
这也是一座河渠成网，树木成荫，风景宜人的城市。
烟波浩渺的大海离它只有一阿拉伯里左右。
这儿有声誉卓著的贤哲伊卜拉欣·本·埃德海姆⑧（愿真主喜爱他）的陵墓。
据传，伊卜拉欣王子摒弃了王位，献身于至高无上的真主。
其实，伊卜拉欣并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出身于贵族。
他继承的王位是他外祖父传下来的。
他父亲埃德海姆原是一位无比虔诚、正直善良、到处云游的人。
据说，有一天埃德海姆路过布哈里城的一片果园时，用果园里一条溪流中的水做小净。
突然水面上飘过来一只苹果。
他想“天赐之物，食之何妨”，便把苹果捞上来，吃了。
随之，他感到这是一个邪念，便决心找园主请求他的宽恕。
他敲门后，出来一位女仆。
他说：“我想见见园主，请为我禀报一声。
”“园主是位妇女。
”“请允许我见见她吧。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向园主报告。
求求你了。
”女仆带他进去见了女主人。
埃德海姆就把苹果的事如实说了。
女主人说；“这个果园一半归我。
一半归素丹。
他今天在巴拉赫，离这里有十天的路程。
”女主人就她那半个苹果宽恕了他。
然后，他便告辞出来，动身前往巴拉赫。
途中巧遇素丹。
于是，他将自己吃苹果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素丹禀报，并说明自己专程来向素丹负荆请罪。
素丹听后命他第二天再去见他。
原来，素丹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
许多王子、酋长向她求婚，都被她拒绝了。
公主秉性善良，虔心祈祷，叩拜真主。
她一心想嫁给世界上最虔诚的教徒。
这一日素丹回去就把埃德海姆远途请罪的事说了一遍。
他对女儿说道：“为了半个苹果，他竟然从布哈里赶到巴拉赫。
我从没见过有谁能比他更虔诚了。
”小姐听罢父亲的介绍，就有意与他共结秦晋之好，白头偕老。
翌日，埃德海姆求见时，素丹就对他说：“只有你娶了我的女儿，我才能宽恕你”。
埃德海姆百般推辞无效，最后顺从了素丹的意愿，娶公主为妻。
当埃德海姆进入洞房之后，惊诧不已。
小姐浓妆艳抹打扮得花枝招展，更增添了几分姿色。
洞房内的锦罗帐、象牙床，非比寻常。
埃德海姆就在洞房的一角叩头礼拜，直至天明。
如此一连七夜。
原来，素丹此前还没宽恕他。
于是素丹派人传他的话说：“待你与新娘合衾之后，才能宽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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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埃德海姆与新娘同房后，起来做大净身，作礼拜。
谁知他竞跪在礼拜的地方大叫一声，气绝身亡，与世长辞了（愿真主冷悯他）。
他妻子因此有喜。
十月怀胎，生下了伊卜拉欣。
伊卜拉欣的外祖父无子嗣位，便立他为王。
后来，伊卜拉欣又将王位让给了别人，他也以推位让国而闻名于世。
伊卜拉欣·本·埃德海姆的陵墓上修建有一座漂亮的扎维耶。
扎维耶里有池塘，还备有食品供来往路人饮食。
扎维耶的勤务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叫伊卜拉欣·朱木希。
伊斯兰教历八月十五的夜晚，人们从沙姆国各地来到这座扎维耶，并在那里留宿三天。
城外则设一个大集市，货物齐全，应有尽有。
远近各处的穷人都要赶来参加这一盛会。
凡来此墓拜谒者均需交给勤务一支蜡烛。
因此，勤务收到的蜡烛竞达好几个堪他尔④之多。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异境奇观>>

后记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可以放下这管翻译之笔，喝口水，喘口气了。
多年的翻译感悟就是翻译工作是艰苦的，翻译古代作品就更加艰苦。
但是，枯燥、艰苦之外，收获的却是喜悦，难以言传的喜悦。
这是因为：具有8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交流有过曾经的辉煌，今天，这两个文明的
友好对话，必将再一次将人们带回到源远流长的中阿友谊的长河中，继往开来，在推动和发展中阿友
好关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使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在2l世纪的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重新扮演令人
羡慕的角色。
中阿文化交流肯定会随着中阿友好关系的发展而绽放出璀璨的花朵。
中国的东方学研究、伊本·白图泰学研究必将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张开双臂迎接这一个新的研究时代的到来。
回首往事，展望未来，一个和平、发展、公正的世界必将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此新世纪开元之时，《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得以问世。
这是我们多年的愿望。
这是一件富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是中阿友好史上的新的篇章，是中非友好史上的新的篇章。
因此，它的出版、发行也必将推动中阿、中非友好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旅途各国奇风异俗珍闻记——伊本·白图泰游记》，简化为《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
这是一部奇书，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一部闪烁光辉的不朽之作。
为翻译出版这部书，前前后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变迁。
爬格子不易，出书更不易。
然而我却乐此不疲，一生都在追求我在考大学时所表露的理想“愿做20世纪的唐玄奘，让自己变成一
座友谊的桥梁，为加强中外友谊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一切。
”我这一生为实现理想而踏上了默默耕耘的道路。
曾经翻译过大量外交文件，政府文件，也曾参加字典的编辑工作，而我收益最深的则是参加了《毛泽
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军事著作选》及样板戏的汉译阿的翻译定稿工作。
这是一件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对每一位参与工作的人都是极大的锻炼，极大的考验。
在那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翻译毛泽东著作，向全世界人民传播毛泽东
思想，是在搞世界革命，是最重大的革命工作”。
所以，我们参加翻译工作的人个个都是不需加鞭自奋蹄，加班加点，日夜奋斗。
我不敢稍有懈怠，以至于1968年我的高堂慈母辞世，我都未能回到她老人家身边一尽孝道。
我也曾翻译过一部四十多万言的名叫《赛福奇遇记》的神话小说。
这部小说被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员菲尔钦斯基誉为“阿拉伯文学中最优秀的典范”，是一部“罗曼
蒂克式的英雄史诗”。
我还翻译了一些阿拉伯语书籍，如《科威特宪法》、《科威特概况》、《阿曼概况》等等。
此外，还撰写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系列丛书中的《拉宾——和平进程中的殉道者》、《萨达特——
中东和平进程的先行者》、《一代天骄阿拉法特与巴勒斯坦问题》、外交官回忆录丛书中的《科威
特8年外交生涯》、《阿曼苏丹国之旅》、《幸福之国也门》以及《戈尔巴乔夫——通向政权之路》
等著作。
比较起来，哪一部书也没有这部《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这么难懂、难译。
关于翻译出版这部书也是一波三折。
1980年文化部下属文化艺术出版社将出版《异境奇观》一书的汉语版纳入其出版计划。
于是，我和新华社徐留英同志约定共同翻译这部书，选定了贝鲁特出版的凯塔尼博士审定的版本。
最后，由我统一修改审定。
经过了500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并请了许多亲朋好友帮助誊写，终于在1981年11月将《异境奇观》的
齐、清、定稿连同27幅旅游路线示意图和段永智教授木刻的伊本·白图泰头像一并交给文化艺术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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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社当时责成张章女士作为责编对其全面负责。
她认真地进行了审核编辑后，并发排，打出清样整整1000页。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清样打出来了，但是没能正式印刷出版。
我当时在国外工作，也无法过问此事，待我回国后查询时，原稿又不知去向，全部丢失。
二十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但这种损失是巨大的，也是无法弥补的，只要一想到此失落之稿就不免心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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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成为中世纪地理、历史、民族、宗教、
民俗等方面一部价值极高的著作，被许多学者引用，至今仍是研究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
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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