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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秦是古代中國對古代羅

馬的稱呼。本文根據歷史典籍等資料，探

討了大秦與大漢在經濟上、文化上、外交

上的各種往來，並考據了條支國的相關史

實。

關鍵詞：大秦，大漢，條支國。

大秦與羅馬之謎

中國古代曾記載海西有大國「大秦」，

如《後漢書·西域傳》、《晉書·四夷傳》及

《北史·四夷傳》等，均記載有大國「大

秦」，大致被學者指為羅馬帝國或羅馬東

部一帶。

一九三九年日本學者宮崎市認為中國

史籍中的「西海」是地中海，大秦是羅馬本

土 [1]。中圍學者如王國維、岑仲勉、余太

山，歐美學術界如D.D. Lesl ie及K. H. J. 

Gardiner等，均以大秦即羅馬帝國本土。

中國有關大秦國的記載如下：

大秦國一名廣鞬，以在海西，亦云

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

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

堊塈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

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

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

邑，周圜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

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王

日遊一宮，聽事五日而後遍。常使一人持

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

王室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

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

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

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

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

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

珊瑚、虎魄、琉璃、琅玕、硃丹、青碧。

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

塗、火浣市。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

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

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

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

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

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

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

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

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桓帝

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僥外獻

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

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

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

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前世漢使皆

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云從安

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

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寇

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

餘人齎兵器，輒為所食[2]。

漢學家艾德金斯（J. Edkins）認為，

中國人也許是因為羅馬人與秦朝一樣迅速

強大，獲得軍事成功，而將他們與秦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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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這個名稱大概可以從班超時代中亞和

印度流行的某種語言中找到[3]。後來他主

張來自梵文對中亞希臘人的稱呼Javan[4]。

藤田豐八認為，古代安息人稱羅馬及

其東方領土為Dasina，意為「左」，左即西，

Dasin去掉尾部的「a」即為Dasin，大秦即為

Dasin之音轉[5]。

岑仲勉認為：「考大秦、切韻d‘âi dz

‘ĕn，今北京ta ts‘in，又古時波斯稱我國

為mačin或masin。Čin或sin為「秦」字之音

寫，已成定論。

由此推理，d a š i n a， d a š i n→d a 

dšin→da dzin（z與d為類化），「大秦」為

「西方」之音寫[6]。

由於《後漢書·西域傳》記載大秦國

「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晉書·

四夷傳》記載大秦國「其人長大，貌類中國

人」，《魏書·西域傳》和《北史·西域傳》記

載大秦國「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有

些學者認為，西方有一個文明制度、國力及

人種樣貌都與中國相近的國家，認為其文

化一定源於中華，也有認為羅馬是以前秦

國的支裔進入西方建立的國家。

張緒山綜合這些觀點，認為「漢代初

期在使用『秦』時意義有所不同。《史記·高

祖本紀》載，因有人告楚王信謀反，漢高祖

劉邦計捕韓信，大赦天下，群臣慶賀。有大

臣在賀詞中提醒劉邦注意齊國的形勢：

『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

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

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

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這裏的『東西

秦』已有新義。蓋早初秦國發自隴西，地域

偏遐，文化落後，中原他國視之為蠻夷之

邦，但它終於強大，併吞六國。故「秦」之名

自漢代起即有『強悍之邦』的意思。『大

秦』之『大』字，並非身材高大之意。《詩經

·小雅·大東篇》有『大東小東』意為近東遠

東。所以大秦也可解作『遠方之強悍國

家』。若以漢代中國史籍對『大秦』的記載

比觀，此義至為明顯。兩漢時代中國與羅

馬幾乎同時崛起與歐亞大陸兩端，其國力

地位，文教制度遙相輝映，堪為東西兩大強

國。中國人以『大秦』即遠方強國稱之，可

謂『寓意巧妙』」 [7]。但張緒山認為「『大

秦』一名是否只是意譯而無西方語言背景

呢？從中國古代移譯習慣看，似為不可能

之事。古代中國人稱述外國，通例是採用音

譯之法。…藤田之說，持之有故。……

Dasin譯為大秦，……很有可能是中國固有

之名與新譯音的結合」[8]。

從《後漢書·西域傳》記載的大秦，有

以下各點是準確的。

1.「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

與羅馬相近，羅馬確有不少client kingdom

役屬，在不列顛、北非、黑海等。羅馬城

墻，如現今遺留的塞維安城墻(M u r u s 

Servii Tullii)，是用大塊凝灰岩砌築。

2.「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

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符合羅馬人

的短髮特徵，衣文繡也是羅馬美衣，又羅

馬婦女車確是有帷蓋的輜軿車，大軍出入

城確是擊鼓，且有旌旗幡幟。

3.「宮室皆以水精為柱」。水精柱可能

指光滑的大理石柱，這描述符合羅馬柱的

特色。

4.「列置郵亭」也是羅馬大路特有的

sign post，是一種路標，指示下一城市有多

遠，或有何特色。

5.「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

立賢者」。羅馬確有元老院議事，共和國時

代無國王，而是由百人團會議選兩執政官。

公元二十七年成為帝國後，奧古斯都以賢

者繼任，不是由血緣決定，再由元老院選

出。無論是共和國或帝國制度，均是「簡立

賢者」。

6.「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羅馬

確與中東印度等有海上貿易。

7.其所獻象牙、犀角、玳瑁等，其中象

牙、犀角來自非洲，羅馬控北非，自可得此

物，其中犀角只在非洲有，亦即羅馬才可能

有。玳瑁可能自大西洋，可能是羅馬的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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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邊所得。

有關記載也有不確的，如「多種樹蠶

桑」，蠶桑似非羅馬特色植物，反而是橄欖

樹為主，「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

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似虛渺之說。「城

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並非羅馬特色，

有可能是誤以神廟為宮。

中國有關羅馬的知識，都由傳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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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安息以西的如此大國，看來只有是羅

馬最符合。

至於中國古代至明朝的地圖，亦以大

秦在大地最西邊，明朝人王圻及其兒子王

思義一六○七年出版的類書《三才圖會》，

列出四海華夷總圖，在波斯(波剌斯)西面

的西海(可能是誤將黑海與地中海的混合)

以西，是大秦在全圖最西面。

也有一幅大秦人圖，有點像東羅馬至

波斯一帶人(見左圖)。

此書有些真實地理地方，如獅子國(僧

伽羅，即斯里蘭卡)，南天池(即印度)，波剌

斯(波斯)，但也有不少想像及神話成份，如

穿心國、小人國等，來自山海經。書中記載

蓬萊山，「在東海中高一千里地方，三千里

上有金台玉闕，乃神仙之都」。明顯不是地

理真實地方，只是道教神話。這裏對大秦

國的描寫，是真實與傳說之間的描述。但

知其是在極西，卻是正確的。

羅馬對中國及亞洲的交往

希臘和羅馬古代稱中國或中國一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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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國」或「支那」（拉丁文：S i n a e、

Serica、Seres，希臘文：Σῆρες），居於羅

馬小亞細亞(如今土耳其)的史地學家斯特

拉波（Strabo，前64/63–23），是最早提到

絲 國 ( S e r e s )：「歐 奈 西 克 瑞 塔 斯

（Onesicr itus，亞歷山大遠征時期的海軍

領航員）……也贊賞了那個歌唱家國度，

說他們的居民跟印度人差不多，有不朽的

生命，他們甚至可以活到一百三十歲（絲國

人，在其他作者中也有說二百歲以上的），

他們的脾氣特好，身體健康，不過這個國

家的出產極其豐盛」[9]。

作為 國名，是在公元 一五○ 年 托

勒密Claud ius P tolemy《地理學指南》

(Geography ，拉丁文Geographia)一書中有

一世界地圖，展示出絲綢之地Serica及最東

的絲國Sinae位於帕米爾高原更遠的區域。

托勒密說：

我們的地上有人居住的地方最東端，

住著一個亞洲最大民族，它是一個叫Sinae

的大國和一圈圍著著它統稱為Serica的小

國組成[10]。

托勒密也相當精確地描述「絲國」

（Sinae）的地理位置：

絲國Sinae的都會位於地球最東端的子

午線，根據黃道角度，它偏離亞歷山大港

一一九點五度，大概有八小時的時差……
[11]。

本頁上刊地圖來自梵蒂岡[12]，托勒密

的希臘原圖己找不到，在一二九五年拜占

廷僧人Maximus Planudes的一封信中，提

到這圖是在君士旦丁堡的修道院Cho r a 

Monastery中找到。

在古羅馬作家、科學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著作《自然史》（Natu ra l is 

Historia）中就有關於絲綢製品和絲綢貿易

的記載：

遙遠的東方絲國在森林中收穫絲製

品，經過浸泡等程式的加工，出口到羅

馬，使得羅馬開始崇尚絲製衣服[13]。

羅馬歷史學家弗羅魯斯(L u c i u s 

Annaeus Florus)也曾描述過被派遣訪問絲

國的使者：「薩爾馬提亞和斯基泰都曾派

遣使者出訪絲國，他們帶著誠意以及大

象、寶石、珍珠等禮品進獻給絲國。使者們

長途跋涉，花費四年時間，以自己的誠意來

換取絲國的友誼，他們以膚色證明了他們

來自大陸的另一端」[14]。

另一方面，根據一九四○年，法國考古

學家在越南南部金甌角的古海港奧克艾奧

遺址中，發現了古羅馬帝國的錢幣 [15]，證

明公元一世紀，羅馬人已經抵達漢朝交趾

郡（今越南北部紅河流域），羅馬商業交往

已到中國南部邊界。

考古學家也在印度海岸線上挖掘出大

量的羅馬錢幣證明了羅馬與印度之間存在

貿易往來。

根據最早的記錄，在一六六年（延熹

九年），羅馬帝國派遣出第一批特使抵達

漢朝。這些使者到達漢朝後以羅馬帝國國

王安敦的名義向漢朝皇帝漢桓帝進獻了

禮物。安敦應是指羅馬五賢君之一馬爾庫

斯·奧列里烏斯·安東尼·奧古斯都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繼承王位，

使者們用安東尼之名，譯為安敦，參拜漢

朝皇帝，可能是因起程時在一六一年左右，

經五年才到中國，所以便稱羅馬國王為安

敦。

甘英出使大秦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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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大漢與羅馬的關係，另一個迷人

的記載，是班超遣使者甘英出使羅馬，但

抵達條支大海邊，因得到錯誤消息，以為

很遠，故沒有完成任務。《後漢書》記載：

和帝永元九年（公元九七年），都護

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

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

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

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

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16]。

甘英率領使團一行大概從龜茲（今中

國新疆庫車）出發，經安息（即波斯帕提亞

王國，今伊朗與伊拉克一帶）等諸國，到達

了安息西界條支，而達西海沿岸，這西海可

能是地中海，或黑海，也可能是波斯彎。但

因當地船人講要三個月至兩年才到，甘英

才放棄，未能到達他的目的地大秦。

至於條支是什麼地方，中國記載「自

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

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

持。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條支國城在

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

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
[17]。《史記》:「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

海」[18]。《北史》中記載：「條支國，在安息

西」[19]。又記載：「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

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

西北」[20]。

孫毓棠先生考據，認為是在波斯灣：

按古波斯灣頭比今天深入陸地西北，

幼弗拉底與底格里斯兩河並流入海，其東

歐歷厄斯河（Eulaeus）亦西流來會。三河

匯集之處，自古有交通便利的商品集散地

喀拉塞（Charax，即Kerec　ne）。公元前

四世紀末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東侵時曾佔領

此地，並建城稱為Alexandria。嗣後曾為

洪水所毀壞。

塞 流 息 王 朝 時 ， 安 條 克 斯 四 世

（Antiochus IV，公元前一七五至一六四）

於公元前一六六年親到此地，重建新城，

復改名曰 Antiochia。

不久，塞流息王國內亂，喀拉塞郡

成了半獨立狀態。約公元前一三○年，一

個阿拉伯酋長名Spas inu，佔了該地，自

立為王，後來此地逐漸被習稱為Charax-

Spas inu。但它才建國，便遇到安息王密

司立對提一世西征，它遂成了安息的「屬

國」。此後它維持半獨立狀態約二百年。

張騫西使，於公元前一二八年到西方時，

該地剛剛從屬於安息，所以《大宛傳》

說張驀「傳聞」「安息役屬之，以為外

國」。

今按︰「條支」二字實即Antioch ia

之譯音。中國古代對以母音a為首的外國

字，有時省卻，如「阿羅漢」或簡稱「羅

漢」，「亞歷山大」則簡稱「犁」；其

字末ia音乃希臘地名之語尾，譯時亦常省

卻，如古代希臘的幾個Antiochia城，中古

以降率稱安條克（Antioch）。

故「條支」二字實為（An）t i o c h i

（a）之縮譯無疑。它後來雖被西方人從其

習稱，但漢人仍沿用舊名，稱之為「條

支」，亙數百年[21]。

這考據是很仔細，但其地仍在安息帝

國南端內，不是另一個國，不合記載所言

「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22]，「條

支國，在安息西」。

另一考據認為條支是位於地中海沿

岸，有主張是塞琉西王國首都安條克。但

塞琉西王國首都安條克，在公元前六四

年已被羅馬吞滅，成為是羅馬帝國的行

省「敘利亞首府安條克（今名安達基亞

Antakia）」。按《後漢書·西域傳》記載，甘

英使大秦的時間是和帝永元九年，也就是

公元九七年。其時的敘利亞，是羅馬帝國中

最繁榮的一個行省。甘英若是到此海邊，

已到了羅馬帝國境內，不可能仍在問羅馬

在哪裏。

很多人沒注意《後漢書‧西域傳》所

載：「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

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

按
《
後
漢
書
·
西
域
傳
》
記
載
，
甘
英
使
大
秦
的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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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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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內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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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仍
在
問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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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哪
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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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

條支是在烏弋山離國西南很遠之處，安息

王派貴族蘇林率軍鎮壓入侵的塞人，塞人

降服後，蘇林建立了政權（今法拉即阿富

汗），《漢書》把蘇林家族治下安息人與塞

人雜居地區稱為烏弋山離國。烏弋山離乃

是其首都亞歷山大里亞－普羅夫達西亞

（法拉赫）的音譯，就是《漢書》所稱的烏

弋山離國。

條支應在安息西北

從阿富汗西南行所可能到之處，南入

安息，再向西的北端有古代名Colchis之地，

其音與條支近，位置在黑海與裏海之間，

屬如今的格魯吉亞。公元前三世紀希臘詩

人羅德島的阿波羅尼奧斯(Apol lonius of 

Rhodes)描述「Kolchian Aia位於在海與地

的最遠邊界」[23]。

這海與地的最遠邊界，從希臘看，地

中海向東最遠之地是黑海東海岸，這是

如今格魯吉亞一帶，是希臘神話所傳英雄

Jason找尋金羊毛之地。其地理位置正符合

《史記》「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

之說，而且那一帶大都是高加索山區，山巒

起伏，不少是山城，連港口邊都是山城，符

合「條支國城在山上」之說。大概這才是張

《
漢
書
》
把
蘇
林
家
族
治
下
安
息
人
與
塞
人
雜
居
地
區
稱
為
烏
弋
山
離

國
。
烏
弋
山
離
乃
是
其
首
都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

普
羅
夫
達
西
亞
的
音
譯
，
就

是
《
漢
書
》
所
稱
的
烏
弋
山
離
國
。

貝(Pomp ey)所敗侵佔，之後凱撒時代是

半獨立狀態，到尼祿大帝收為羅馬行省

Pontus Galaticus及PontusCappadocia，但

羅馬只鬆散地控制幾個港口和城堡。甘英

年代時，本地山區部族Soanes及Heniochi起

義趕走羅馬駐兵，成為獨立王國，宣稱仍

是效忠羅馬，而羅馬以鞭長莫及，容許其

為獨立的藩屬國。

甘英到達安息時，安息帝國與羅馬為

敵，不會指示他去敘利亞那邊的西海(地中

海)，卻很可能指示他到另—西海邊叫條支

(Colchis)的地方，正是「安息西數千里，臨

西海」，且這是高加索山區，到處的城市都

在山上，其港口後面也是高山。當地人剛打

走羅馬軍事勢力，建立臣屬羅馬的獨立王

國，充滿民族主義，抗拒羅馬，自然會騙他

不要把利益送到羅馬了。此外，從黑海這位

置航海到羅馬亦確是很遠。

騫所講的條支。

亞歷山大大帝時的Colchis，南面是這

族人建Iberia王國(見上圖)，Colchis王國在

公元前十三世紀已形成，張騫的年代是希

臘殖民地。

公元前一世紀興起龐度(Pont u s)帝

國，一度強大而與羅馬爭戰，後為羅馬龐

公元 一世 紀 羅 馬 地 圖(上)，其中

Pontus在甘英年代已成為臣屬羅馬的獨立

王國。

至於《後漢書‧西域傳》所言「條支國

城在山上，周圍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

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

道」。這城究竟在那裏呢？在Colchis一帶，

有好些希臘人建的海港，其中一個在希臘

稱為Dioscurias，羅馬稱為Sebastopolis的

重要北面港口，就是希臘神話中金羊毛所

在地，為古代名城，具有三面環水的特質，

且後有高山，城沿山坡而建。其半島西南東

皆被水包圍，但北面有一大湖，古代可能通

大海，形成「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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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且其西北有路通山區，全符合所描述。

這城在甘英時為反羅馬的強悍部族

Heniochi所控，是名義上臣屬羅馬，實質是

Colchis人控制。甘英所講的山上條支國及

環海之城，極可能就在此。

上圖為十九世紀Dioscurias的南堡圖，

見山在後面。

現今山城海港S u k h u m i，即古代

Dioscurias，可見山海連結。

Sukhumi的三面環水半島，半島北面

有一大湖，可能古代通大海。形成「海水曲

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

道」的地貌。

希臘時期的Taurica(克里米亞)半島，

地貌與《後漢書‧西域傳》一致。(見下圖)

另外有一地貌與《後漢書‧西域傳》所

言完全一致的，是古代的Tarica半島，即現

今克里米亞(Crimea)半島，完全是「海水曲

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

道」。且其古民族稱Tauri，音與條支接近，

是否即中國所謂的條支國呢？不過我考慮

以古代甘英走的路線，由安息到克里米亞

路太長，且早已到了西海邊，不必找到那麼

遠才到「臨大海欲度」。故我考慮各方地理

環境，仍是以Colchis為條支，Dioscurias為

甘英所到的西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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