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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史地资料丛书》弃言

    西北五省 (区)面积占全国三分之一，据黄河、长

江之上源，自古以来为华夏诸族文明之发祥地，多民族

蕃衍生息汇合交融之舞合，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之通道，

凡有志于研究中国史地学者，披览典籍，莫不关系西北

一隅。但《隋书》、《旧唐书》等经籍艺文志著录有关

史传地志行记，为数不多，宋元明各代，专著稍增，亦

均散佚过半，降及清代乾隆以后，西北史地之撰作辑佚，

记今考古，始大行于世，徐松、龚自珍等先后倡留心边

睡之学风，遂奠定西北专门之学之基础，自兹以还，此

学时有升沉。清末国势衰颓，外国势力渗入西北，考察

山川、搜讨文献者接踵而来，饱载而去，有识之士，时

时为之扼腕叹息。三十年代，关心邦国之乡贤学者或辑

录史志或实地考查，抗日战争起，多士来居关中陇右，



以故一时调查西北后方实况，蔚然成风，而陕西北部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之根据地，自此出发遂能光复

故土，解放全国。解放三十五年来，西北教育文化事业

蓬勃发展，学人研究乡土故实，著述日多，西北史地之

学又值一复兴之机。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

省 (区)出版社遂于1984年决定协作出版《西北史地

资料丛书》，以汇集、整理自古代迄清记录西北历史地

理之典籍，兼及组织翻译国外有关著述为己任，使学者

有研讨之资，省寻觅之力，这确实是一件大好事。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西北。1983年中央决定本世纪

末下世纪初国家建设重点转移到西北。近十几年是倾

注大力做开发前的准备工作阶段。在物质准备之外，人

才培育与科学调查实为当务之急。西北史地的研究与

知识的普及既是培育热爱西北、献身开拓的英才所必

需，又是调查西北自然社会现状的凭借，因此，《西北

史地资料丛书》的出版不仅适时，而且其重要意义又超

轶于裨益专门学术领域之外了。

    此一丛书的选编校注出版的牵头单位为宁夏人民

出版社，受编辑同志再三命嘱，聊作弃言数语如上。

一九八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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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厉史上，许多中原地区的官员、学者、僧侣等，因

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来往于我国西北地区 (主要是甘肃、宁

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西部)，并把他们的见闻记录下来，

或由别人代他们记录下来，流传于后世，我们把这类体裁和内

容的著作、文录和札记等，称为西传记。

    古代行记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

是这些涉及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古代行记，数I不多，得来不

易，又往往因其非当时显宦、名将、大儒所著，所以多附录于·

别书，印本很少。解放前后虽已有“些著名的西行记被刊印成

册，但发行量很少，而且由于长期靠传抄留世，所以错讹甚

多，寻找和阅读均非易事，对西北史地的研yL者和爱好者，一甚

为不便。我们选注这部以记载西北边疆地区史t情况为主要内

容的西行资料集，就是想为关心西北史地的读者提供一些方

便。

    古西棣己在我国史料学中，占有一种特殊地位。这是因为

它所记述ft 区，在我国历史发展中，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

地区。这里，民族众多，民族政权林立，一些民族R贻动，对



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曾有过重大的影响。这里又是古代中西

交流的咽喉，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主要组成部分，曾经是中西

文化交流、荟萃之区，也是国内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

流、荟萃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一个渊蔽。这

里，古代民族迁徙频繁，政权更迭迅速，交通运输不便，大多

数地区长期以游牧经济为主，这种情况又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和

文化基础脆弱，发展极不平衡，时而大起，时而大落，使它的

社会历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

    西北地区历史上了这些特点，既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极

其丰富的内容，也为历史研究者提出了许多难以解开的缝。要
解开这些谜，仅靠传统的所谓 “正史”，是十分不够的。我国

所谓 “正史”及其他历史文献虽然内容十分完备，数量十分庞

大，但多把西北边疆地区和在这里生息、活动的少数民族，或

作为“四裔”、“落属”，仅以少量笔墨加以简略记述，或干

脆排斥于外，致使史料十分稀缺。这就为了解和研究我国西北

地区的历史、地理，解开西北地区历史中的许多谜，带来了很

大困难。而古西行记，由于它们的作者，大多是各时代亲历其

境、亲闻其事的见证人，他们的记述，无疑为我们研究西北地

区丰富而又难解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 “正史”和其

他文献的有关记载，多所补漏匡谬。因此，这些西行记，对丰

富我国历史研究的内容，开阔人们的眼界，解开西北历史、地

理研究中的迷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西行记不仅是了解和研究当时西北地区社会、历史、地

理的重要资料，而且就其本身来说，也都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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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为它本身就有着十分丰富的研究课题和研究价值。例

如，这些著作中提到的池名、民族部落名，以及一部分当地历

史事件，由于没有其他记载可以直接印证，很多都是“独家新

1闻”，在我们今天来看，就很难说清楚。就以地名来说，西北

地区许多地名多以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命名，随着民族迁徙、变

动，地名也随之有新的变化。不同时代的行记，虽所经地区和

路线一致，而所记地名却有较大差别，使人们在阅读这些著作

时，不仅难以比定历史七某地是今天何地，而且对历史上地名

的变化以及地名变化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也有许多解释不清之

处。所有这些，都使得这些西行记本身，很早就成了学者们研

究、考证的重要对象。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有的西行记进行过考

订、校注。有的注释文字甚至超过原书的许多倍，但是，至今

对一些疑难间题仍然众说纷纭，得不出一个公认的结论。本书

将这些西行记收辑于一册，也许会有益于对这些间题进一步开

展比较研究和讨论，有益于间题的解决。

    本书所选西行记，就其起讫年代来说，上自西周，下至清

代，但中间所缺亦不少。如两况、三国、魏、西晋时期，虽然

来往于西北边疆与中原地区者不少，却未留下记述其西行的谁

独著录，有些人的西行记，如张赛的:出关志》、班超的《西

域风土记》等，也只保留下书名，而原著早已散佚。

    就本书所收西行记的体裁、风格来说，也不尽相同，其中

有的是旅行者自己所写，有的是他人根据旅行者的口述、笔录

和有关资料整理而成，有的是目记形式，有的则采综合叙述。
在选编方法上，有的选用全篇，有的则只节录其有关段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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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涉及的地域范围，除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及其他有关地区外，

也包括了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一些有关地区。

    本书所收集的西行记中，有一部分是解放后和近几年已有

印本的。如东晋时期高僧法显的《佛国记》、记述唐代高僧西

行求法的《大唐西域记》、蒙元时期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

记》、耶律楚材的《西游录》等，这些著作都是学术界所瞩目

的名著，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进行过深入研究，有的在国内已

有了比较完善的校 本。但为了本书的完整性，为了方便读者

查阅以及便于读者和研究者将这些著作和其他西行记互相对

照，进行比较研究，我们仍然将其全部或将其一部分收入本

书。

    本书还选辑了这样一些著作，如《穆天子传》、贾耽的

《四夷路程》、陈诚的丈西域蕃国志》等。前者虽是行记性的

著作，但对其所记内容的真伪有不同看法:一些研究者认为这

部书是神话和古代传说，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它确是周穆王西

行的真实记录。但不管怎样，我们认为它终究是我国最早的一

部以记述游历我国西北地区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因此，不论它

是真实的历史记述，还是龙学作品、神话传说，对研究我国西

北地区的交通、地理、历史I是有意义的，收入这部著作，会

使本资料集的内容更加完整和丰鼠 贾耽的《四夷路程b一类

著作，虽然不是作者亲自西行的记录，但它是根据当时到过周边

地区的人们的钗述和ii'录写成的。这类著作无疑对了解和研究
当时其他西行记，也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也将其有关部分收

入本书内。至于《西域蕃国志》一类著作，虽不是行记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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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是陈诚、李遇等人出使西域时，对所见、所闻诸国情况的

真实记录，是池们的《西域行程记》的姊妹篇，也是这部西行

记的注释性、补充性著作，对了解《西域行程记》，了解和研

究陈诚等西行的路线、沿途情况，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因此，

它也应属本书必收之列。

    本书的任务，主要是把这些分散的、饶有趣味而且极有学

术价值的西行记汇集起来，方便读者，并引起更多的人对我国

西北地区历史、地理的兴趣，激发人们热爱西北、开发西韭的

热情。因此为了更能适应多方面读者的需要，我们对这些西行

记，在前人校注成果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校注。目前已出的

一些西行记的校注本，旁征博引，考证细密，显示出了作者的深

厚功力。但是也毋庸讳言，许多注释多以甲西行记注释乙西行

记，又以乙西行记注释甲西行记;或借题发挥，离题太远，考

证烦琐，反而使读者感到冗长、繁杂，不得要领。另外，就当

前的学术条件来说，己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解放前后许多学

者的努力，一些西行记中的间题，如地名、事件、年代等，大

多已有定论，且载于各种工具书中，没有必要不加选择地收入
注中，更没有必要作烦琐考证，有见于此，所以本书为各西行

记所作注释，力求简明扼要。如必欲追寻考证渊想，亦可根据

本书所提供的线索，查阅各家注释。原文中括号内的内容如在

简介及注释中未加说明者，均为本书编者所加。

    本书所收古西行记，只是西行记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西

行记，由于本书篇辐所限，未能收入，有待以后补辑或单独印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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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见闻不广，条件有限，辑注不妥和

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参加本书辑注和其他工作的还有:马曼丽、樊保良、王希

隆、江波、张凤英等同志。

    杨建新

一九八五年元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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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天子传》及其作者简介

    西晋太康二年 (公元281年)，汲郡 (治所在今河南极县西

南)人不准，盗发战国魏襄王(公元前318一前296年)墓，得竹

简数十车，其中有“《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

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晋书》五十一卷

*WN)。一*鑫童将这些简册送秘阁由苞一m,鱼些以及枣查等人
“校缀次第，寻考指归”。原简为古文，当时已不能尽识，经过

识辨，用隶书抄出，遂使该书流传于世。晋人所整理之书，曾

用过两种名称，一称《周王游行记》，一称即为《穆天子传》。

原为五卷，后以美人盛姬死事一卷缀于书尾，遂成六卷，即为

至今所存由荀渤作序、郭璞作注的《穆夭子传》。

    自《穆天子传》一书出土以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特别是近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者颇多。讨论的间题，就其大

的方面来说，主要是关于书的真伪间题。这个间题有两层意

思，一是关于《穆天子传》成书时间的早晚，二是《穆天子

传》内容的真伪。

    关于《穆天子传》成书的时间，遣人丛鱼恒著丫古今伪书

考》将其列入伪书，以为从其体例和内容来看，与《山海经》、

  州t书纪年》多有相符之处，应是退代及其以后之人所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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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家确为战国时墓葬，所出简册中，有《穆天子传》一书，历

史记载十分明确，仅从体例和与其他后来著作相似一点，并不

能说明此书是汉以后的伪作。所以，姚氏之说虽曾盛行一时，

却未能得到公认。另一种看法，也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认为

此书最迟是战国时的I作，而且很可能是，或者有一部分是当

时史官的真实记录。

    至于《穆天子传》是历史记载还是小说创作，则更是学术

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种看法认为，《穆天子传》成书虽

在先秦，但不过是小说家之作，内容全系杜撰，特别是清代钦

定《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小说家类，成为清代官方的正统看

法;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以当时人记当时事，都是真实记录，凿凿

信史，无庸置疑。《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

唐书·艺文志》均将其列入史部起居注类。也有人认为，其基

本内容无可质疑，但也搀杂了不少道听途说、渲染夸大之词。

    就《穆天子传》成书时间来说，应是先秦产物，似可无

疑。但是，由于启墓时的毁损，古文抄录为今文时的缺误，以

及后来流传、刻版过程中出现的失误、讹伪，都必然影响《穆

天子传》的原貌。因此，现行《穆天子传》中也难免掺杂进一

些谊染、夸大、道听途说、随心臆想之词。但是，周穆王西巡

之事，历史记载还是清楚的

    鱼孟圣即周 孟(约于公元前1001一前947年在位)，是

亘旦第五代国王，iff姓，名鱼s旦m至之子。继位时，年已五
十，在位五十五年，则去世时当在百岁以上。《史记·周本

纪》载，P,里继位时，“王道A V,}.11, 王N-X 之道缺，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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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票申诫太仆国之政作《F命》，复宁”。据此，则鱼至是

A朝前期颇有作为的一位君主。对外，他曾远l}A 7“得四
白狼、四白鹿以归。”至于JAJ里西游之事，《左传》W}十二
年记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

焉。，此次“周行天下”是否就是远征犬戎，虽不得而知，但

周穆王曾远出，则似无疑义。《竹书纪年》亦有“塑至十七
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的记载。可见，《穆天子传》所

述穆王西行之事，并非全无根据。

    因此，我们认为，对《穆夭子传》一书的真伪及其性质，

还是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从其出土情况及有关历史记载看，

它的基本内容很可能是当时局穆王西行的真实记录。退一步

说，如果它所记述的周穆王西巡之事基本上是杜撰的，是小说

家之言，但是由于这部书所述行程至今仍可找到其线索，那

么，这也说明，t时期，中原人对我国西北及其以西许多地
方，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而这种认识和了解，正

是当时中原与西韭地区以及更远地区有一定来往、联系的证

明，这对我们今夭研究古代厉史地理，也是宝贵的。我们正是

从这个观点出发，将《穆天子传》收入本书的。

    至于《穆天子传》所述夔，,k萝行路线，自古以来就有很
多不同解释。但大多数皆以古地名与今地名的对音为基础，来

确定穆至的行程，其结果，反倒使篷工行捏今日已在东，明日
忽又在西，无法联成一线。大多数研究者，皆以为穆天子西

行，是由洛阳出发，北行，经山西，至河套西行。也有认为从

越岁f}a tom̀.出发，经/}坐西行的。其西行最远之地，有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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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两河流域的，有谓到达欧洲平原的，有谓在中亚地区的，

有谓不出塔里木河流域的，有谓不出青海的，也有谓不出今

甘肃河西的，等等。

    而其中研究比较细密、论述比较充分的，要算顾实先生。

顾实为明末清初史地学家顾祖禹的后代，自幼秉承家传，注意

于历史地理，对西北地区的历史,It理，探究更为精到，对《穆

天子传芳的研究，尤为潜心，积二十年之功，撰成《穆天子传

西征讲疏》一书，从名个角度对《穆天子传》前四卷，即西巡

部分，作了很深入的研究。在今天看来，其中虽有不少值得商

榷之处，但总的来说，此书在研究《穆天子传》的诸说中，仍

不失为有一定代表性、有一定i3w 力的一家之言。

    在研究《穆天子传》一书的诸说中，查.些鱼先生(1885-
1961年)《“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一文 (原载《中山大

学学报》1957年第2期，后收入《中外史地考证》)，则代表

了与顿实不同观点的另一派的研究成果。岑先生于西北史地研

究，多有建树，故能以其渊博的学识，对《穆天子传》一书所

记西行洛线提出许多新看法，给《穆天子传》的研究，开辟了

新的途径。

    本书对《穆天子传》的校注，主要采录了巫-I:- +穆天子传

西征讲琉》和查丝丝 “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的研究成

果。他们两位的观点虽然距离很大，但对我们研究《穆天子传》

都是很有价值的。至于众多校注家的观点，有些己为两位先生

所吸收，有些似乎也无必要纳入本书。

    《穆天子传》成书虽然很早，但遗憾的是、早期刻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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