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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 是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商榷
◎刘光华 谢玉杰

一、问题的提出

汉代张掖郡骊 县城，自 1989年以来突然成为国内新闻界关注的一个

热点。首先是《参考消息》转载的报道：

一澳大利亚教师认定中国西部有古罗马城市。法新社悉尼 9 月 28 日

电：一位澳大利亚人认为，他已发现很久以前消失了的“罗马帝国”城市

现存于中国戈壁滩的边缘。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教师戴维·哈里斯说，他在一些古老的中国地图上

找到了中文名称为“利坚”的一座城市，在这个地方存在着一个定居点的废

墟。他对法新社记者说，需要进行考古挖掘来确定这个地方是否是古代罗马

帝国的定居点，如果实际情况如此，那么东西方关系的历史将需要重写。

哈里斯先生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进行了一次考察旅行。他说，历史学

家老早就对一支古罗马帝国军队东征溃败后的命运如何持怀疑态度。这次

东征比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早大约 1300年。

47岁的哈里斯说，1981年他参加一次关于古罗马诗人贺瑞斯的报告会

时听到有关这支军队的命运时就萌发了兴趣。18 个月前，他放弃了教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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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集中精力进行研究，到今年 3 月份万事齐备，他便开始了第二次中国

之行。

哈里斯说，中国学者知道一座被称为“利坚”的城市曾经存在过，但

不知道这座城市的确切地点。在一张公元前 9 世纪绘制的地图的帮助下，

哈里斯认为这座城市很可能在中国西部甘肃省的永昌地区。在甘肃省省会

兰州市的学者和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哈里斯利用这张古老的地图确定了

“利坚”城的废墟所在地。

哈里斯说：“我认为，这是我所找的那个地点。我们搜集了一些汉墓出

土的陶器碎片，但只有进行挖掘才能确定罗马人实际上是否在这里居住过。”

哈里斯说：“有大量证据表明，罗马帝国的军人是在中国消失的。罗

马历史学家蒲林尼和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都在罗马第一次三执政之一的

克拉苏传记中提到这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由现在叙利亚北部的一些犯人在

公元前 53 年组成的。一些古典著作说，这支雇佣军向东行进。在此 17 年

之后，这支军队在中国。中国的古典著作说，在公元前 36 年，在中国帝

国边陲俘获了一支非常奇怪的军队。据说，这支军队把盾牌联成不寻常的

龟形进行自卫。”

哈里斯说，对这支军队被俘的城市的叙述还描绘了罗马图案。从一名

中国将军所画的得胜图中可看出这一点。

哈里斯说，若对永昌地区的人民验血可能提供与罗马人有直接联系的

遗传学方面的证据。

哈里斯说，他打算明年组织一支远征队，沿着可能是这支军队从罗马

到利坚的路重新走一趟。①

同年 12 月 15 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也刊出了“中澳苏史学家联合

研究发现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公元前 35 年一支罗马溃军失踪

之谜解开”的报道，全文如下：

①见《参考消息》1989 年 9月 29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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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 12 月 14 日电 （记者都永年，实习生孙雷钧） 中国、澳大

利亚、苏联的史学家联合研究发现，西汉元帝时代设置的骊 城是用作安

置罗马战俘的，这座城市在甘肃永昌县境内。

这一发现不仅解开了公元前 53 年，一支 6000 多人的罗马军队在波斯

战败突围溃逃，不知下落的历史之谜，而且对研究中外关系史有重大意义。

我国古代称罗马为“大秦”“骊 ”，《史记·大宛列传》中就有“安

息……北有奄蔡、黎轩”的记载。公元前 54 年，罗马大奴隶主、军事首

领克拉苏率领 7 个军团 4 万多人的军队进攻安息 （今伊朗东北），第二年

在卡莱 （今叙利亚的帕提亚） 与波斯人的一次大战中失败，其长子、第一

军团首领带残部 6000 多人突围，几经曲折，最后逃到郅支单于占领的康

居国 （今哈萨克共和国），成为匈奴附庸。这支罗马大军在西方史料中从

此便销声匿迹。他们到底下落何处，便成了千古之谜。

今年年初，西北民族学院中亚史专家关意权、兰州大学苏联史学者陈

正义和在兰州大学任教的澳大利亚专家哈里斯、苏联专家弗·维·瓦谢尼金

4 人协同攻关，结合中西史料对比研究，解决这一历史难题。他们从班固

所著《汉书·陈汤传》中取得了重要突破。据《陈汤传》载：公元前 36 年

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带领 4 万多名将士讨伐郅支单于，战于

郅支城 （今苏联江布尔城）。陈汤等人在这里看到一些奇特的军队，“步

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这里用圆形盾

牌连成鱼鳞形状防御的阵式和修“重木城”的方法，只有古罗马军队采

用。学者们根据这一史料，认为这些人就是失踪 17 年的罗马残军。这次

战争汉朝军队大胜，“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战俘中有不少骊

人。为了安置他们，西汉政府便在甘肃永昌境内设置骊 城，安置了这

批罗马战俘。

学者们还发现，对骊 中国史籍时有记载。《后汉书·西域传》记“大

秦国一名犁 ”，《魏书·西戎传》记作“黎轩”，《五凉志》还记有“永

和十年，前凉张柞遣将伐骊轩于南山，大败而还”，《汉书·地理志·颜师

北方民族史研究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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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注》 中有“今其土俗人呼骊轩，疾言之曰力虔”， 《隋书》 改骊 为

“力乾”，并记“开皇中，并力乾入番和 （县）”。唐代以后，骊 人在河西

走廊发动过三次起义，史料均有记载。直到清朝张澍所著《二酉堂文集》

和左宗棠幕僚陶保廉所著《辛卯侍行记》中，对骊轩都有记载。

学者们将中外史料记载和现场考察情况加以对照，发现有惊人的契

合。王莽篡汉后，因羯虏和骊 发音相近，便改骊 为羯虏。1979 年美国

出版的《世界历史地图集》中，也标有“羯虏”位置。学者们采用中外译

音、古今音韵转变以及史料现场相对比的方法，从今溯古，还原出历史的

本来面目。学者们从西汉以来在河西设置的古城中，选出数座与骊 有关

的古城遗址，将进行考古发掘。学者还说，骊 人在河西定居后，即与当

地人通婚，经过两千余年，其后裔究竟在什么地方，还待研究解决。

三年以后的 1993 年 7 月 12 日的《新华每日电讯》，又报道了《甘肃

发现“罗马古城”痕迹 两千年前罗马军队消失之谜又有新解》的消息，

全文如下：

新华社兰州 7 月 11 日电 （记者王振山） 两千多年前一支古罗马军队

在中国西部甘肃永昌县境内消失之谜，最近又有新发现：在中外学者认定

的古罗马军队残部居住的骊 古城和古城所在地焦家庄乡的一些村落，相

继发现了部分珍贵文物和数十名世代在此地居住而又具有“外国人”特征

的居民。有关专家认为，这些居民可能是古罗马人与当地民族通婚遗传的

后裔。

1989年，中国、澳大利亚和苏联的一些史学家参考一张公元前 9 年绘

制的地图，找到了公元前 36 年西汉政府安置罗马军队残部设置的骊 古

城。这座古城位于甘肃永昌县西南约 10 公里的者寨子。者寨子地处祁连

山脉沟口，地形开阔，宜耕宜牧，至今仍有数处古城堡遗址。但在此之前

未见文物发现。

在永昌县文化馆，记者目睹最近首次在骊 古城地表出土的瓷水壶、

铁锅、铁鼎等。据当地文物部门介绍，这些文物均出自元代。专家们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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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认为，经过几百年的岁月，古罗马人与当地民族通婚融合，骊 城废

弃以后，历代又在此废墟上重建城池，因此骊轩古城有可能深藏地下，成

为城下之城。

据县文化馆馆长介绍，前不久当地一位农民在开沟挖渠时曾发现一根

长丈余的粗大圆木，四周嵌有长尺余的木杆，时代不详。据史料记载，古

罗马军队善“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土城外重修木城”（按：当作

“土城外有重木城”）。这根奇特的木制品有可能提供有关罗马人“重修木

城”的证据。

在与骊 古城相距几公里的杏树庄和河滩村，记者走访了几位具有外

国人特征的居民，他们中有老人，也有中青年和儿童。这些人普遍具有高

鼻梁、深眼窝，头发自然卷曲，身材魁梧，胡须、汗毛、头发为金黄色等

外貌特征，与当地土著居民有明显差异。

这些新发现为进一步揭开罗马古城千古之谜提供了新的线索。有关部

门已准备进行考古发掘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

以上就是国内发表的关于西汉骊 县城是安置罗马战俘城的主要报道。

它们之间虽有不一致的地方，但主题突出，具有很强的新闻性和轰动性。

由于它出自权威的新闻机构及其记者之手，因之又被众多的报纸摘发。遗

憾的是该新闻自国内见报以来已经 9 年多了，但人们却一直未见到三国学

者的研究报告发表，哪怕是初步的研究报告也好。笔者不同意新闻报道中

三国学者的观点，在未读到他们的研究报告之前，只好就报道中的观点来

进行商榷了。

二、问题提出的依据

哈里斯等三国学者为什么如此说，他们的根据是什么？据报道，其根

据有二，一是“一张公元前 9 世纪”（一作“公元前 9 年”） 绘制的地图，

一是《汉书·陈汤传》。公元前 9 世纪的地图云云，文不对题，不知出自何

处。现将《陈汤传》有关文字引述于下：

建昭三年，汤与延寿出西域……既领外国，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

北方民族史研究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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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凌乌孙、大

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

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

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郅支单于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

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

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亦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

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与不听。会其久病，汤独

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

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部

勒行陈，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汉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

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

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

界，至阗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阗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杀略大昆弥千余

人，驱畜产甚多。从后与汉军相及，颇寇盗后重。汤纵胡兵击之，杀四百

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还付大昆弥，其马牛羊以给军食。又捕

得抱阗贵人伊奴毒。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

喻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径引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复捕得康

居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以为导。贝色子男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单于，由是具

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单于遣使问：“汉兵何以

来？”应曰：“单于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

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

至城下。”使数往来相报答。延寿、汤因让之：“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

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兵来道远，人

畜罢极，食度且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明日，前至郅

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阵。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帜，数百人

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

城上人更召汉军曰：“斗来！”百余骑驰赴营，营皆张弩持满指之，骑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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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延寿、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

下，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 为前，戟弩为后，仰射城

中楼上人，楼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

人发薪烧木城。夜，数百骑欲出外，迎射杀之。初，单于闻汉兵至，欲

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

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乃被甲在楼上，

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下

骑，传战大内。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时康居兵万余

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夜，数奔营，不利，兵引却。平

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

推卤 ，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

单于被创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诸

卤获以畀得者。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

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

据报道说，三国学者研究了《陈汤传》，断定引文中的“土城外有重

木城”的筑城技术和“夹门鱼鳞阵”的阵法，是罗马军队所特有的，故结

论这些守城士兵，正是公元前 53 年卡莱战役中因失败而向东溃逃的罗马

残兵。郅支城战役中汉军“生虏”（活捉） 145 人，“降虏”（投降） 千

余人。三国学者无视引文中甘延寿等将这千余名俘虏“赋予城郭诸国所发

十五王”的记载，而说什么这些罗马 （亦即大秦、犁 ） 士兵又被汉军带

入玉门关，安排在专门修筑的骊 城；而且这座骊 城是经他们研究了那

张公元前 9世纪绘制的地图后，才发现在今甘肃永昌县。

其实汉代骊 县的方向与位置，是不需要三国学者发现的。远的不说，

1978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供征求意见用的《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

理》骊 条曰：“古县名。西汉置，北魏以后作力乾，隋废。故址在今甘

肃永昌南”；1986 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骊 县

条说：“西汉置，治所在今甘肃永昌县西南。”又，1982 年永昌县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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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编印的《甘肃省永昌县地名资料汇编》，“名胜古迹名称及其所在地”

中列有者来寨遗址，说“即汉骊 城故址”。1993 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永昌县志·文物卷》有“古城堡寨遗址”一章，其中骊 县城遗址条引

《五凉志》说：“永昌县南照面山者来寨是其遗址。”笔者之一于 1989 年 9

月曾参加 《永昌县志》 评稿会，当时永昌县志稿即如是说。若说地图，

1975年中国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秦、西汉、东汉

时期） 西汉凉州刺史部图，骊 县即被标在今甘肃永昌县西南，距今县城

直线距离不到 10 公里。事情是如此的明确，怎么还需要三国学者联合研

究，根据一张什么公元前 9 世纪的地图来发现骊 城就在今甘肃永昌县者

来寨！①这实在有些滑天下之大稽！

三、提出的问题不是新说

哈里斯等三国学者的研究结论披露后，我国的一家报刊在社会周刊栏

内以“专稿 /特稿”形式发表了《“古罗马战俘”失踪之谜》的报道，其中

评说：“2000年前，数百名古罗马雇佣军沦为西汉政府的战俘。此后神秘

地失踪，成为中外历史上的一大悬案。骊 ：一座专为罗马人修建的古城

堡，80 年代，它神秘地出现，又一次撩开了这个旷世之谜的面纱。”“世

界各大通讯社均发表了消息，我国的 《参考消息》 报，也转载了这一新

闻。世界被这一消息震惊了。”②

“世界被这一消息震惊了”，不知作者所指的“世界”是什么？起码

世界上的学术界未被震惊，甚至在学术界也未引起涟漪。因为在当今世界

上早于哈里斯等三国学者若干年前就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文发表。这就是

外国学者 H.H.德效骞教授《古中国境内一个罗马人的城市》和《中国与罗

①者来寨即者寨子。者来寨是否是骊 城，目前尚不能下结论。从《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二册西汉凉州刺史部图来看，番和县与骊 县相距 10 公里，在人口稀少，正在开发之中

的西北地区，县城分布如此之近，实在是令人怀疑的。
②见 1994年 2月 24日《中国青年报》第 8版。其实汉军俘虏的郅支兵并未失踪，请见上引

《陈汤传》原文。而失踪的是卡莱战役被安息打败的罗马军队之残兵。故该报道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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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军事接触》的论文。这两篇论文笔者未曾读到，但其内容曾被我国学

者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法国学者 L.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所

征引。现抄录《丝绸之路》中有关内容于下：

在有关当时欧洲人经过中亚至中国的问题上，遗留至今的唯一踪迹是

汉文的汉朝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公元前发生的一些事件：当汉人包围大宛

时，他们曾使用过罗马工程技术人员。波斯国王向汉朝宫廷派遣过一些大

秦幻人 （或叫“眩人”），另一事件则更为奇特，它把我们的回忆引向了古

罗马最著名的战役之一。《汉书·地理志》中指出，公元初年，在中国的

西北地区，即甘肃和蒲昌海 （罗布淖尔） 之间，今永昌县以南有一座小城

名叫骊 。我们知道，“骊轩”是汉人对罗马帝国最古老的称呼。 《汉

书》还记载，在公元前 36 年时，汉将甘延寿和陈汤胜利地包围了一座由

匈奴人所占据的中亚城市，共俘虏了 150 名外国雇佣军。H.H.德效骞教授

是这一历史“怪现象”的发现者，他说这些雇佣军可能是卡尔莱战役之后

幸存下来的罗马军团的士兵。在卡尔莱战役被俘的一万多名罗马军团士兵

中，有一些被安息人流放到了帝国的东部边缘地区，这些人后来或者是越

狱逃走，或者是被其主子转卖掉了，后来又在距他们失败地区六千多公里

的地方替匈奴人守护一座城池以防御汉人。这些一生在戎马中度过的罗马

人的命运遭遇是非常离奇的……如果中国汉代史料是确实无误的话，那

么，这些人就是再次被俘。最后在中国边塞地区建立了小城池 （即一座军

营） 来安置他们。史书中还流传说，由于他们精通两种完全属于罗马人的

军事艺术而使他们的新主子目瞪口呆。这两种军事艺术就是修建坚强的城

垣堡垒和摆龟甲形阵列。汉人称后者为鱼鳞形的阵列。

该书有耿升之中译本，1982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王治来的《中亚史纲》在讲到郅支城之战时也说：

近人考证，当时有罗马的士兵支持郅支单于，参加对汉军的作战。据

说参战的罗马军团是由中亚的一个王子统率的。（参看冯承钧《西力东渐

记》 1944年版，第 1 页；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1 卷第 2 分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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