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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再思考 （代序）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再思考 （代序）
◇孙锦泉

区域文化是在特定的种族、民族、自然生态环境、传统历史文化背景等

诸多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从自然形态来看，沿海与内陆、山地与

平原、边缘与中心，区域之间的差异甚大；从经济形态来看，农耕与畜牧、

生产与交换、需求与消费，亦很不一致；从社会形态来看，民族与宗教、历

史与文化、民俗与语境，区域之间往往也大相径庭。因之，物质的、制度的、

精神的不同区域的三大文化范畴内涵与外延、特质与属性亦很不一样。由于

这些原因，区域之间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态势，形成诸多的区域文化类型和

形态。此外，文化的内敛和张力体现出文化的活性，特别是文化自身的辐射、

渗透以及两种文化的交流、互动，甚至多区域文化的联动，促进了相关区域

社会的文明和文化的进步。

这就不仅需要我们对区域文化传播的方式、途径、文化交流的内涵以及

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吸收过程作全方位的解读和认知，而且更需要我

们对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不同区域文化在文化撞击的表象后原生态文化的

演绎和嬗变过程作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以期全面把握新文化因子融入后的区

域文化更新或转型之样态以及对社会发展多方面的影响。

世界文化是成体系的，一般学者认为，自上古以来世界形成了四大文化

体系，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就东西方的地

域概念而言，其中三大文化体系是在东方，这些文化体系以一个中心向外辐

射，形成固有的文化圈，中国文化旁及朝鲜、日本、越南等周邻国家，使之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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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文化的同一性或相似性；印度文化辐射南亚次大陆、南洋及东南亚地区，

与中国文化圈有较多的交叉；阿拉伯文化则涵盖西亚、中亚、北非乃至西南

欧 （中断型）若干国家和地区。东方的三大文化圈其文化的覆盖面积又是西

方文化圈 （希腊罗马文化圈）的数倍，这些特征，构成了东方文化的多元结

构和文化内涵的异彩纷呈。文化本身是活性的、主动的，且彼此间又是互动

的，有其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属性，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圈发展的程度、

级次和特质差异，往往制衡着文化的走向。在中世纪先进的东方和落后的西

方的格局下，东方文化明显地呈西向流动的趋势。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

扩张后的阿拉伯帝国长期与西方毗邻，平分地中海秋色，在新航路开通之前

的内海和陆运商业时代，东西方之间的民族冲突与协调、宗教攻讦与异化、

文化碰撞与融汇，总是由阿拉伯和西方两大地域板块和文化圈集中体现出来。

东来的中国、印度文化潮流，经由阿拉伯人汇总，甚至消化、吸收和发挥后

传至西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拉伯文化既是东方大文化的总汇，又是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西方人更多地通过阿拉伯人接受东方文化，认识东

方，同时，保留着神奇东方的想象和传谬。新航路开辟之后，随着西方与远

东的直接通航，一个 “立体的东方”呈现于欧洲，西方遂对东方不同的文化

特别是中国文化开始系统地认识和研究，直接吸收长期以来令欧人心驰神往

的远东文化精华，乃至近代在欧洲形成崇尚中国文化的高潮。中世纪西方文

化是希腊罗马传统文化的延续，而通过中世纪东方异域文化的不断浇灌、渗

透和整型，又形成不完全是传统文化的崭新的西方近代文化。

一、西方语言和语言学的东方源流

东方的语言文字在不同时期，经由不同渠道对欧洲产生影响，西方文字

中大量借自东方的外来词汇或由东方词汇演绎和派生而来的西方词汇就是明

证。语言文字方面的融汇和影响不是孤立的社会文化现象，而是地区和国家

之间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的折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外来词汇是追溯历

史上不同时期文化流向的原始资料和信物。一个地区或国家引入的外来词汇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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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再思考 （代序）

有其内在规律，往往随外来文化潮汐的涨落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同时，

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各个时期外来词汇的统计和分类，对文化的影响作恰当的

评估和必要的定性分析。

在中世纪，东方语言文字对欧洲的影响有四次高潮。第一次是８世纪初，

阿拉伯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伊比利亚半岛之后。在几百年的阿拉伯人

的统治中，阿拉伯文化直接移植到西南欧。哈克木二世 （９６１—９７６年）继位

是穆斯林在西方统治的极盛时代，阿拉伯语言文化的影响达到了高潮。伊比利

亚半岛的阿拉伯人将西亚实施的耕作方法传入西班牙的同时，也将大量的农作

物引种此地。西班牙语中，遂出现有关西亚的灌溉农业以及农作物的许多专用

名词。同时，由于不同民族的混居杂处，阿拉伯人的许多生活用语也被西班牙

和葡萄牙人借用，以后的西方国家又从西班牙语中借用和转译成本国母语。

第二次高潮是阿拉伯人于１０世纪占领西西里以后。９０２年，阿拉伯人的

艾格莱卜王朝攻占西西里，此后，近两个世纪，西西里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

个省区，阿拉伯文化经由意大利门户传入西欧。一种文化往往不会因为携带

和传播这种文化的统治者统治的结束而中断，新的统治者不得不直面既成的

文化格局，推行相应的文化兼容政策，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种文化的

熏陶。１０９１年，诺曼人征服西西里建起诺曼王国以后，阿拉伯文化不同程度

地同化了征服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不仅能讲阿拉伯语，还

能用阿拉伯文通信，在诺曼人统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不

曾稍减，不少的阿拉伯文词汇，特别是手工艺、商业和航海方面的词汇被拉

丁文或意大利文借用，以后又转译成法文、英文等。

第三次高潮是１１—１３世纪的十字军东侵期间。西方的十字军在与近东人

的作战中学到了东方人的很多军事知识，甚至改变了十字军的一些装备。于

是乎，武器、军乐、纹章、徽标、战争等有关的军事术语被引入拉丁文或西

方各地区文字。与此同时，当十字军侵入农业经济发达的叙利亚、巴勒斯坦

之后，又认识了不少西方国家并不熟悉的种植作物和瓜果，并引种于西欧，

一些先进的生产工具也被西方人使用，这样，又有一些除西班牙文借用之外

的有关农业方面词汇被西文借用。

第四次高潮是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方殖民国家又从中国、印度以及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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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国家的母语中借用了若干词汇，包括农作物、果木及其他动植物名称、器

物和生活用语、地名以及其他专用术语，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字，

人们思想感情的交流更生动、细腻、准确，从而使西方的语言更具活力，推

动了近代西方语言文字和语言学研究的迅速发展。

二、欧洲对东方文学成就的吸收

阿拉伯帝国形成以后，横跨欧、亚、非三洲，从地域上看，包容了波斯

文化、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埃及文化等若干民族和区域文化，同时，也

直接受到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的辐射和影响，阿拉伯帝国的学者，利用掌握

的造纸术，通过翻译、考证、勘误、誊录、诠释、补遗等文化活动，特别是

阿拉伯历史上的 “百年翻译运动”（９—１０世纪）将叙利亚文、波斯文、希腊

文、希伯来文、梵文和科普特文等多种文字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类著

作译成阿拉伯文，经过阿拉伯人的认同和再创造，最终形成包罗万象的阿拉

伯文化，因此，阿拉伯文学的包容性使之能够从体裁、内容、结构、写作风

格等很多方面在波斯、印度、埃及等国文学中寻根索源。

阿拉伯文学中的 “格宰勒”（ｇｈａｚａｌ），即介于五行与十五行之间一种简短

的恋歌，就是仿效波斯诗歌体裁创作的。散文方面由于受波斯文学的影响，

一改早期散文简洁、质朴的情味，追求精词丽句的富华风格，留下更多矫饰

的痕迹。从１０世纪的海麦达尼到１２世纪的哈利利，这种风格发展到了登峰

造极的地步。至于内容和结构方面更是不胜枚举，《天方夜谭》最为典型。素

材有东方的各种民间故事，包括古波斯的、印度的、叙利亚的、埃及的等等，

而故事的串联结构又主要受印度文学的影响，因为波斯串联式结构的文学作

品如 《巴赫堤亚尔故事》、《九重霄》等都可以追溯到印度文学的原型。阿拉

伯文学中，有大量东方文学译著，有的文学作品经过几种语言的辗转翻译，

最后归宗为阿拉伯文学，如初为梵文的 《五卷书》，从巴列维语译为阿拉伯语

时已更名为 《克里莱与笛木乃》了，阿拉伯文学对东方文学的包容性由此可

窥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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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字的东方文学作品，通过翻译成拉丁文和其他西方文字而为欧洲

人所熟识。

西方对东方文学西传的最初反映是阿拉伯诗歌，特别是优雅、温柔的抒

情诗歌，能够给基督教徒们以洁雅、空灵、超俗、恬静的天堂意境的丰富想

象，故借用阿拉伯诗歌体裁和韵律，改造和发挥后，广泛地应用于基督教的

赞美诗，包括圣诞颂歌。而诗歌中的恋爱主题和温柔、浪漫的思想情调，可

以在西方中世纪骑士文学中和行吟诗人那里找到。散文方面，１３世纪在西欧

时兴的寓言、轶事、训诫故事等，同源于印度和波斯的早期阿拉伯作品非常

相似。阿拉伯文学中的英雄冒险经历为主题的 “麦嘎麦”散文体裁，有助于

西南欧英雄与歹徒类故事的兴起。但丁的 《神曲》显然受到穆罕默德的登霄

故事和麦阿里的 《饶恕集》以及阿拉伯天堂、地狱之旅描述的启示，至于来

自于东方的文学素材，在西方小说或故事中更比比皆是。塞万提斯所著的

《堂吉诃德》得助于阿拉伯手稿 《堂吉诃德·台·拉·曼都》的材料，薄伽丘

《十日谈》里的东方故事，是他从收集的资料中整理出来的，乔叟 《情郎的故

事》源出于 《天方夜谭》的一个故事。法国诗人拉封丹自己承认，他写作

《寓言诗》选用的资料中，有著名的东方寓言故事集 《克里莱与笛木乃》。以

色列和犹太人的历史、小说、抒情诗、史诗、颂歌、哀歌、悲歌、悲剧、喜

剧等都在 《旧约全书》中以各种形式充分展现出来，《旧约全书》为西方人所

接受，实际上是西方人对希伯来人的历史、文学以及全部文化的认同和吸收。

从 《圣经》故事衍生出中世纪最初的宗教文学作品，到 《圣经》故事的戏剧

化，进而产生出１２世纪因宗教瞻礼式的教会戏剧，从人文主义先驱但丁 《神

曲》中原罪说的观念，到文艺复兴盛期莎士比亚文学中对 《圣经》的引录，

《圣经》对西方文学影响的例证可谓多不胜举。无怪乎一批近代学者如是说：

《圣经》启发了一代又一代作家的想象力，它的影响不亚于文坛圣匠莎士比亚

甚至近代的歌德。

总之，东方文学对西欧的影响其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涉及形式、内容、

风格、结构、观念和思想。但更多的时候则表现出一种潜移默化的浸润型渗

透，这又妨碍我们从文学方面对东、西方文化整合的程度作恰如其分的评估，

因为任何计量和统计学的分析方式都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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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艺术中的东方色彩

伊斯兰教是严格禁止崇拜偶像的一神教，伊斯兰教义学家们认为，只有

真主才有表现人类和动物的特权，无论谁僭越权力将受到无情的惩罚。在一

章圣训中先知宣称：“画家 （造形者）在裁判日将受到最严厉的处分。”于是，

伊斯兰教徒大都不赞成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人体和动物。在这方面，阿拉伯人

不仅自身缺乏积极的艺术探索精神，而且还阻滞了周邻国家文化的移入。使

得伊斯兰教地区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落后和片面发展

的畸形状态。阿拉伯通常的桥梁作用反倒成为东方国家具象艺术文化西传的

一道屏障。这是为什么既然有便捷的陆上 “丝绸之路”，而欧人却对新航路开

辟之前上千年异彩纷呈的中国艺术文化知之甚少的症结。阿拉伯人只是在几

何图案和花卉的设计与装饰方面，能够吸收东方民族艺术之长，从而创造一

种特有的装饰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传入欧洲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称作ａｒ－

ａｂｅｓｑｕｅ（阿拉伯式），特别在丝绸、纺织、工业图饰的印染设计上被欧人广

泛借鉴和沿用，现藏于里昂纺织历史博物馆产于１４世纪意大利织锦缎的构

图，就是假阿拉伯文字作边饰、典型的阿拉伯花卉装饰风格。

亚洲具象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往往通过欧、亚人的互动游访完成的。

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以后，亚洲人物画的特色和画面风格对当时托斯卡纳

地区乃至意大利的绘画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是恒定的、特别

明显的，但仍然若隐若现地持续于文艺复兴的早、中期。从西埃那画家西蒙

尼·马尔蒂尼的作品上能感受到中国工笔画和横轴长卷画的某些技法，他作

于１３２８年西埃那市政厅的一幅壁画 《基多里西奥·达·福格利安诺》的构图

明显受到中国横幅画卷的影响，并且景物布置也颇具中国画风。另一位西埃

那画家安布罗其奥·洛伦采提 （Ａｍｂｒｏｇｉｏ　Ｌｏｒｅｎｚｅｔｔｉ）表现城乡风光的宏幅

壁画 《良政佳绩》无论布局还是画意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 《清明上河

图》，虽然作者不一定看过原画，但完全可能在其他中国艺术品中获得布局构

图、写真传神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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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盛期以后，随着欧洲和远东交往的日趋频繁，特别是新航路的

开辟，使欧洲一些画家的作品更富有中国画的技巧和表现手法，有的甚至是

举世杰作。一些欧洲艺术家认为达·芬奇名画 《蒙娜丽莎》的山水底衬，酷

似中国山水画中朦胧而有层次的泉石意境。古纽德·马佩 （Ｇｕｎｅｎａｄ　Ｍａｐｐｅ）

的山石运笔是中国画的技巧和表现手法的成功效法，他的立幅 《圣安东尼之

诱惑》更多地透露出中国画的风格。素有 “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在仰

慕东方的大背景下，更有条件模仿中国画，荷兰使团的格莱尔 （Ｐ．ｄｅ　Ｇｌｙｅｒ）

和凯泽 （Ｊ．ｄｅ　Ｋａｙｓｅｒ）用中国画的透视法绘成了反映中国生活的１５０张插

画，作为报告书的附录，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市场上还出售过以这种透视

法则创作的画品。

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欧洲绘画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将东方器物作

为描绘的对象，即欧画中直接反映东方物品。这些物品多系中国、日本、印

度等地盛产，包括瓷器、丝绸、漆器、毡毯、家具、乐器等，中国产品居多，

特别是中国瓷器，一直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画坛表现的热点。１５—１７世纪具

有代表性的画品为安德雷亚·曼泰尼亚的 《马哥斯僧朝拜圣婴耶稣》、乔凡

尼·贝利尼的 《群神宴》、奥西亚斯·贝尔特的 《盛在中国碗里的草莓和樱桃

等静物》、彼得·盖里茨·凡·鲁斯特拉滕的 《银灯和茶具的静物》等。八角

形图案或其他对称型图案缀有风格化动植物的近东或南亚地毯，从１４世纪中

期以后，就出现在欧洲的绘画作品中了。东方的某些文学作品传到欧洲也被

视觉艺术化了，这在宗教领域特别突出。１１世纪复制的 《凯德蒙诗集》中一

幅 《挪亚方舟》插图就是根据西亚文学中的巴比伦洪水故事的描述创作的。

教堂中取材于 《旧约全书》的壁画比比皆是，圣马可教堂前廊中若干圆顶的

一整套镶嵌画，始作于１２２０年左右，到１３世纪末才最后完成，表现了从创

世纪到摩西传 “创世说”的全部场景。

在造型艺术方面，炙手可热的中国瓷器曾引导掌握了造瓷术的欧人对中

国盘罐杯壶等餐饮具和高颈瓷瓶以及人物塑像的造型式样的广泛模仿，德国

的迈森瓷窑、法国的尚蒂伊瓷窑和梅纳西瓷窑、英国的切尔西瓷窑均有一批

从形似到神似的华瓷仿品。

在建筑艺术方面，中世纪期间，对西方影响最深的是阿拉伯建筑。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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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建筑风格，如在立方体房屋上覆盖穹隆，形式多样的弓架结构、叠涩拱券，

以彩色琉璃砖镶嵌和精工细镂的雕刻装饰以及高耸的尖塔等等，其源流都可

以追溯到古代的西亚和南亚，特别是波斯和印度，有的甚至可以寻根至远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阿拉伯建筑所体现的是泛亚洲的建筑特色，它

的构架、内部装饰和外形在欧洲都留下了仿造的影子。圆弓形结构被西方人

称为摩尔式弓架结构而广泛袭用，尖头式弓架结构又成为西方哥特式建筑的

典型特征。清真寺的圆顶式外形也被欧洲各地有意识地模仿，在法国、英国、

德意志等国都有参照清真寺外形仿造的一些教堂。

另外，中国瓷在建筑业方面的应用，也将欧人的注意力由追求单一的瓷

具艺术的器物美转而为复合的装饰艺术的结构美，由器物、器具的局部艺术

美升华到建筑装饰和整体艺术美。中国人的瓷饰艺术将西方人引入了又一座

新的艺术殿堂，它极大地丰富了欧洲建筑艺术、装饰艺术的内容，为瓷制品

在欧洲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促使欧人艺术的审美

观念进一步升华。

四、东方地理学在西方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作用

中世纪东方地理学研究在精确制图学方面一直领先于西方。远东的中国，

“计里画方”是传统的制图方法，自从魏晋的裴秀提出 “分率、准望、道里、

高下、方邪、迂直制图六论”以后，就确立了矩形网格的科学制图学，这种

网格制图法沿用到元、明时代，并不断西传，不仅为莫斯陶菲、葛兹维尼等

阿拉伯学者所应用，使阿拉伯制图学走向网格化，并经由阿拉伯影响西方，

而且还通过马可·波罗等人直接传播到西方，马可·波罗曾以网格制图法草

绘过一张欧亚大陆轮廓图，这张图随他带回欧洲以后，新的制图方法启发了

一批欧洲学者制图的新思路，不久，意大利学者马里努·萨努图在他所著的

《十字军战士地理学》的附图中便采用了这种计量定位的便捷方法，与此同

时，这种制图法对需要精确定位的欧洲各国实用航海图学的形成，也起了推

动作用。１３世纪末，在地中海已开始使用罗盘绘制航海图，罗盘的方位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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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已使用的针路相似，１４世纪欧洲大量出现的实用航海图，是受中国网

格地图、航海地图和针路的启发与推动的直接结果。

中世纪的东方，也注重描述性的地理学研究，这与东方频繁的多边和居

间商业贸易、朝觐宗教圣地以及由此养成的善于旅行、远游风习有关。特别

是阿拉伯人，从９世纪的苏莱曼到１３世纪的雅古特，留下了大量的游记，这

些描述性地理学珍贵的原始资料对西方人认识东方的区域地理、地形、地貌

以及绘制世界全图仍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直到新航路开辟的时代，一些西方

人还将各种游记视为绘制地图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１４９０年发行的马特卢斯

世界地图的绘制利用过马可·波罗对东方的描述，坎蒂洛地图关于亚洲南部

海岸的绘制也是基于阿拉伯航海图和游记提供的素材。

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大地扁平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淹没了古代

业已存在的大地球形理论。５—６世纪在印度出现的大地球体说，一度支持了

阿拉伯人通过翻译大量希腊著作接受古希腊的地圆学说，并将大地球形理论

加以发挥，认为世界有一个 “顶点”叫 “艾林”，与四个方位的基点距离相

等。“艾林”理论被介绍到欧洲，曾影响了新航路开辟时代的一批航海家。哥

伦布正是从１４１０年出版的一部拉丁文著作中接受了这套理论，相信大地像一

个梨子，给他下决心西行探航印度相当的理论支持。

东方的地理学研究成就也促使了欧人对东方区域地理的正确认识。直到

１６世纪末，西方仍然没有一幅准确的关于中国的地理概念图，奥德利乌斯于

１５９４年所著的 《地理大观》曾收录了一幅展示中国疆域轮廓及山川水系的中

国地图，但掺入了许多想象成分，舛误不少。稍晚，布拉厄兄弟编著的 《新

地图集》中的中国地图，定位不准的错误也还相当明显。１７世纪上半期，欧

洲两位著名学者和地理学家马尔蒂尼和卜弥格到中国后，在对中国具体考察

的同时，吸收了中国区域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借鉴了中国制图学的若干

方法，分别完成了 《世界新图》、《中华帝国图》、《中国新图》、《中国地图集》

的绘制，这是给欧洲以正确的中国概念的地图，有的还标出了分省图以及附

文对人文地理和风土人情的介绍，《中国新图》被西方学者誉称为 “地理学上

的里程碑”，马尔蒂尼被推崇为西方的中国地理学之父。

可以说西方在中世纪向近代转变过程中，地理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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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许多东方人的意识和智慧、研究成果和方法。

五、东方影响下的西方药物学和医学

西方的药物学、医学和医学思想附随着希腊、罗马文化创造过古典文明

的辉煌，随着中世纪文化潮汐的退落而衰萎，沿袭古代希腊和近东地区医院

建于寺院周围，唯僧人以慈善之心，尽护理伤病人之责的习惯，中世纪西方

医学保留在闭塞的修道院内，修道院医学兴盛于蒙特卡西诺，这里保留着一

些重要的古典医学稿本，通过本尼狄克特的教徒们将医学知识传布到西欧各

地修道院中。药物学知识仅限于残存书稿的零散介绍和修道院种植园内栽培

的药草而已。涂圣油、祈祷、忏悔与诊治、医疗相结合，阻碍了医学科学的

顺利发展。

东方医学的西传始成为欧洲医学复兴的动力。中国、印度、波斯等东方

国家的传统医学通过阿拉伯这座桥梁对西方施以影响。中世纪早期，沿着丝

绸之路，中国的黄连、大黄、肉桂、生姜、土茯苓、沉香、麝香等药材便先

后传到了中亚，１０世纪，阿拉伯著名的科学家阿维森纳的 《医典》载药８００

多种，其中５００余种产于中亚，不少药材原产于中国。这些在异地培植成功

的药材，其药用性能为阿拉伯人所掌握，中国医学的医理和诊治方法也逐渐

为阿拉伯人重视，并被有效地吸收和应用。 《医典》中记录了４８种脉象，其

中３５种与中国王叔和 《脉经》中的论述相同。一些疾患表症的描述也与中国

医书的记载吻合。因削鼻是印度一种常见的刑罚，故印度的医学长于整形外

科，这一医术，也汇集到包容了希腊、波斯医学精髓和中国医学成分的阿拉

伯医学中，经过阿拉伯人的临床发挥和系统整理，在融汇若干东方国家医学

成就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阿拉伯医学体系。１１世纪末，阿拉伯医学

主要经由南部意大利开始明显的影响西欧。随着非洲人君士坦丁等一批阿拉

伯学者、医生向意大利内腹的迁徙，大量的阿拉伯医书在蒙特卡西诺等地被

译成拉丁文。如阿里·伊本·阿巴斯 《皇家医学》的理论部分、《论忧郁症》、

《论胃功能紊乱》等。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家Ｌ．桑代克指出： “１２—１３世纪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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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用拉丁文修撰的医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大量引据君士坦丁译本。”可见，西

方医学最初试图在集东方医学成就的阿拉伯医学中去寻求复兴之辙。１２世纪

后期和１３世纪后期，并称为阿拉伯医学三大翻译家的另外两位，热拉尔和萨

林，又先后将阿拉伯的一些重要医著诸如宰海拉威的 《医学宝鉴》、拉齐的

《曼苏尔集》和 《医学集成》、伊本·西那的 《医典》、伊本·兹莱的 《养生

表》等译成拉丁文。中世纪的欧洲能够认识阿拉伯的医学，主要应归功于这

三位翻译家和一位善于汇集阿拉伯医学材料的学者阿诺德。伊本·西那的

《医典》被称为 “医学圣经”指导西欧医学发展，享誉５００年。丹尼尔这样评

价善于辑录、汇编阿拉伯医学研究材料的阿诺德： “经过他笔下的阿拉伯著

作，引出了几乎欧洲全部的医学文化及其成就。”

在东方国家中，中国的医学文化起步早、根基厚，系统、完备，自成体

系，在欧洲近代化过程中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新航路开辟以前，除了像马可·波罗那样长期留居中国的少数西方行商

以外，欧人认识中国医学往往都是通过阿拉伯人间接完成的。其间，难免支

离破碎，甚至背离 “本经”。

西欧人获得系统的中草药知识和较完整的中国医学理论是与中国直接通

商后到中国学得的。利玛窦在中国期间经过长期的观察认为中医医术甚佳，

可惜只在日记中留下只言片语赞许，而没有周详的评述。１６１８年由葡萄牙来

华的邓玉函曾收集考察过大量中草药并作过详实记录。稍晚来华的卜弥格编

著了 《医钥》、 《中国医法大全》等书，详细介绍了中医诊病的切、望等法

（脉学、舌诊等），灸治法，还附有经络、脏腑的版图１７３幅，列举中药２８９

种。欧人对中国医学的系统了解和全面认识，并饶有兴趣地进行研究是从这

本书开始的。此书先后以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等多种文字出版，

流传甚广。尔后，中医药和中医学的专著陆续出版。根据马堪温教授统计，

１７世纪西方共出版中医学通论１种、脉学医书３种、药物学书籍１种、针灸

治疗５种，共计１０种有关著作。欧人在中医药物学方面认识的飞跃是李时珍

《本草纲目》问世以后，《本草纲目》在动植物分类学上早于西方一个半世纪，

是１６世纪以前中国药物学和医学的总成，同时涉及古代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

１５９０年行刊以来，在国内翻刻３０余次，欧人所知的有１５９６年、１６０９年等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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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翻刻版自１６４７年被译成拉丁文以后，又相继被译成法文、德文、英文等文

字，洞开了欧洲药物学研究者的视野，同时为世界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有关

东方的详实资料，达尔文称之为 《中国百科全书》，在其著作中提到和引用中国

医药学和植物学方面达１０４处之多，直接支持了他的进化论的立论。

如果说汇集东方医学成就的阿拉伯医学成功地启动了西方中世纪医学的

复兴，并完成了向近代医学的转变，那么，中国医学不仅丰富了人类的医学

思想，充实了世界医学和药物学的内容，为近代欧洲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也为人类的植物学、动物学、博物学、分类学等近代科学以及生物进化、人

类起源重大科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石。

六、东方器物、物类的西传及其影响

自上古以来，东方器物就不断地西传欧洲。１５—１６世纪，西欧国家出现

了一批与东方联系密切的中心城市，东方的器物和各类物品主要通过馈赠、

贸易、殖民掠夺等多种形式经由这些中心城市传播于西欧各国。由此形成东

方的器物文化对整个西欧的辐射。葡萄牙的里斯本是西欧航海家、商人和水

手云集之地，这里是东方航运的起点，与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直接通航，接

受东方物品得天独厚；西班牙则通过在菲律宾建立基地的方式将东方器物远

运西属美洲再辗转运往伊比利亚半岛，马德里虽不是海港城市，却因是西班

牙的经济文化中心而留下很深的东方文化印迹。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先后

创造了尼德兰历史上接受东方文化的辉煌，曾使德意志伟大的艺术家奥尔布

雷克特·杜赖等人慕名游访。法国的巴黎、马赛，英国的伦敦，亦是东方商

品的主要市场，相对而言，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之前，伦敦始终不及欧洲大

陆诸城市对东方问题敏感和活跃。在德意志，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是两个著名

的文化中心，路德派的萨克森人最初通过香料商人们认识亚洲，天主教的巴

伐利亚人则通过耶稣会会士和商人们保持着与亚洲的联系。由拜占庭、大马

士革、雅法、贝鲁特的欧亚传统贸易通道与北到威尼斯，南到巴勒莫的所有

意大利东方港口均有联系，特别是威尼斯、拉文纳、安科纳和巴勒莫与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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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触更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东方器物文化的影响也相对大得多。

来自东方的各种物类所涉及的区域包括西亚、中亚、非洲沿岸、南亚、

东南亚、东亚、大洋洲等若干国家和地区，器物和物类可大致分为四类。

（一）生活类用品

包括家具、纺织品和用品。家具有中、日、印等国木制床、桌、椅、凳、

屏风、箱盒等各类漆具、竹制器具、藤制器具。纺织类用品有锦缎、塔夫绸、

卷曲黑纱、宽幅白布、上浆白布、宽幅棕布、白色和棕色横帆、雨篷、华盖、

床罩、毡毯、刺绣品、极乐鸟羽衣及东方鸟类羽毛制品、印度丝巾、白绞丝、

生丝等，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丝绸，被称为 “富有流质感的纺织品”。用品又

分为奢侈用品和一般用品，前者有金银器具、精瓷、琥珀、碧玉、玛瑙、光

玉髓、毛粪石、珍珠及各种珠宝玉器，后者有陶瓷器皿、角质器具、搔痒的

小骨器、剃刀、小刀、匕首、梳子、棕榈叶扇、赌板、染料，树胶、松香、

乌木、象牙等东方质料制作的十字架、念珠和猴牙项链等。

（二）艺术和文化类用品

主要有质料不同的各种塑像和雕塑品、中国画、印度画、镶嵌画、刺绣

画、各类东方书籍、地图、棋类、中国乐器、日本乐器、东方铸币、面具、

宣纸及一般植物纤维纸、墨水等。

（三）兵器及军用器具

主要有刀剑、弓弩、盔甲、铠甲、鱼皮盾、作战护手等。

（四）各类动植物及制品

有狮子、犀牛、波斯马、鹦鹉、鸸鹋蛋以及处理过的东方鸟兽标本、麝

香、羽饰制品、兽角、兽皮、兽牙及制品，仅象牙制品就有象牙梳、象牙塔、

象牙棋、象牙首饰盒等。植物分为木本、草本、禾本。计有乔木、灌木、藤

竹、花卉各类。包括整株植物或局部，如根、茎、藤、皮、叶、种子、花果

等，以果实居多，如榄果、罗望子果、椰子、坚果、肉豆蔻、胡椒、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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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茎类如肉桂、大黄、生姜等，整株植物以丁香等樟属植物较为常见，也有

中国的甜橙。

东方器物和物类的西传在西欧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首先，导致了西方收藏之风的盛行。德意志皇帝、西欧教皇、君主、诸

侯、新老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博物学家、人文主义者、医生及特殊

工匠等以储壁柜、储藏柜、收藏室、陈列室、展藏厅等多种形式竞相收藏、

展示东方器物，有的还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如哈布斯堡的鲁道夫二世的藏物，

就分为自然类、艺术类和科学类。中世纪晚期，欧洲收藏文化的空前兴盛，

很大程度上是西传的东方奇物不断刺激所致。

其次，掀起一股仿制东方器物、追崇先进文化的狂热。在西方人对清丽

的瓷器、华美的衣装、新奇的雕塑啧啧称羡之时，他们也萌发了试图对东方

精美的器物、优秀的艺术、先进的工艺进行仿制和学习、掌握之念，西欧人

耗时几个世纪对中国瓷器的仿制和对造瓷术的不懈探索，最终在欧洲演变为

一场瓷文化的革命，正是华瓷的滥觞。风行于近代欧洲的洛可可艺术亦是以

中国为主的东方器物文化影响的结果。

再次，促使了西欧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馆的频兴和发展。在一种占有

观赏、炫示欲望的驱使下，中世纪晚期的西欧各国养殖或种植东方生物蔚然

成风。１６世纪后期，不仅西欧君主，许多贵族，特别是葡萄牙贵族都有自己

颇具特色的动、植物园，西欧人对东方物类的兼收并蓄，客观上也促进了集

收藏、陈列、展示、研究于一体的西方博物馆的形成和发展。

最后，拓宽了西方人的认识领域和文学艺术的表现范围，促进了西方近

代科学的飞跃。大量东方动、植物和器物被欧洲人感知后，遂成为其文学创

作、绘画、雕塑艺术着意表现的重要内容，譬如，弗朗西斯科一世为渲染异

域景观，曾指派雅各布·利戈齐 （１５４７—１６２６年）从他和一位博物学家的收

集物中创造出一幅反映珍罕动、植物的自然生态图。无疑，欧洲作家、艺术

家们能够从东方的生物和器物中发掘创作灵感。德国画家与木刻家杜瑞

（１４７１—１５２８年）对收藏东方艺术精品受益良多而感慨：与这些器物为伴，恍

如 “与遥远国度足智多谋的人们在一起”。同时，对这些物类的整理、分类和

研究，又有助于欧洲近代分类学、民俗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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