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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粟特/回鹘商人

与草原游牧民的互动
!

白 玉 冬

&U\&%

世纪"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商人主要是信奉景教和佛教的粟特!回鹘商人"另包括一小

部分穆斯林商人#克烈部人脱不花投奔铁木真"表明金朝的萌古
"

是设置在汪古部地界内的"当

时的汪古部和蒙古部之间有着密切往来#回回商人阿三是假借商人名分"经汪古部推荐投奔铁木

真的#镇海是通汉%蒙古%回鹘%波斯等多种语言文字的回鹘商人"他可能在华北地区行商时"通过

蒙金之间的榷场交易结识了铁木真#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
H$%UN

回鹘语文书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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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粟特!回鹘商人仍然在与草原游牧民进行着交易#

关键词$粟特!回鹘商人 汪古部 克烈部 回鹘语文书

作者白玉冬"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地址$兰州市"邮编
"%##U#

#

关于中古时期粟特商人在欧亚大陆东部华夏大地和大漠南北的活动情况$学术界早已关

注多年$且成果丰硕$兹不一一赘述%此处$笔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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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时期他们的后裔粟特/回鹘商

人与漠南漠北草原游牧民之间的互动略作介绍%关于此问题$杨志玖曾补叙投奔蒙古部的大

食出身的回回人札八儿火者的事迹$并就回回人的东来进行了概述%

! 虽然史料未言札八儿

火者之职业$但他孤身来到遥远的东方草原活动$恐怕丝路贸易行商之身份最适合于他%此

外$土耳其学者涂逸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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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原结构的融通性与局限性(克烈汗国与成吉思汗-中$

充分注意到了丝路贸易与漠北草原游牧民之间的关系$惜有夸大穆斯林商人历史作用之嫌%

"

笔者近来查读相关史料$发现在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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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粟特/回鹘商人与草原游牧民之间的互动问

题上尚可继续挖掘%故撰此稿$以抛砖引玉%不足之处$敬乞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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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粟特/回鹘商人与草原游牧民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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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以胡语和境外汉语碑志为对象'"批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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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

杨志玖(,补元史札八儿火者传-$,回族研究-

&KK&

年第
%

期)杨志玖(,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上#-$,回族研究-

&KK%

年第
&

期$收入氏著(,元代回族史稿-$中华书局
U#&$

年版$第
""\K$

页%

Q(3*

A

/-

$

Y21G0X0207

J

/-,40>07/70*-0-P71

MM

1Y*+>/70*-=

$

361Z1+/07Z6/-/71/-, 6̂0-

AA

0=Z6/-

$"

361C77*>/-

S>

M

0+1/-,Q7=_1+07/

A

1

$

T*2(&$

#$

410,1-

$

B1DE*+F

$

Zo2-

(

9+022

$

&KKN

$

MM

(U&RUU

$

U$RU!

$

%%R%"

$

L"R$K(



一!粟特/回鹘商人的定义

中古早期$活跃在丝绸之路贸易网上的商人$在欧亚大陆东部主要以出身中亚粟特地区的

粟特商人为主$兼包括一小部分印度商人和犹太商人等%伴随着伊斯兰势力的东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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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纪粟特地区逐步转变为大食穆斯林王朝的领地%此后$留守在粟特本土的粟特商人$逐渐融入

日后的穆斯林商人之中%而逃离粟特本土的$大部分向东方的唐朝境内发展%他们在今新疆

地区与稍后成立的高昌回鹘王国结合在一起$以回鹘商人的身份延续着粟特商人的贸易活动%

笔者姑且称之为狭义的粟特/回鹘商人%

! 这些粟特/回鹘商人$部分信仰祆教"即拜火教#$

或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即景教#$或摩尼教$极少部分信仰佛教%

谈起粟特/回鹘商人的日后发展$元代的回回商人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关于回回的指

代范围$杨志玖认为主要用以称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诸民族$有时又泛指西域人或色目

人%

" 刘迎胜补述元明时期的回回大体可以说是西域的近义词%

# 类似的观点还有,辞海-&回

回'条等$

$以及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的意见%

%总之$虽然回回在元代主要代指信奉伊斯兰教者$

但就与元朝历史之间的关系而言$自蒙古部势力开始壮大的
&U

世纪中期至忽必烈朝开始的

&%

世纪中期为止$回回并不完全与穆斯林划上关系$他们之中还包括景教徒与佛教徒%与蒙

古勃兴直接相关的回回商人$虽然包括一小部分穆斯林商人$但应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据杨志

玖研究$

&%

世纪前期$在金使乌古孙仲端的,北使记-$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赵珙的,蒙

鞑备录-$彭大雅!徐霆的,黑鞑事略-中$回纥!回鹘!回回三词可以通用$即指唐之回纥!回鹘即

元代的畏兀儿人$也可以指中亚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各族$甚至印度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

&

关于包括景教徒与佛教徒回鹘商人$以及一小部分穆斯林回鹘"回回#商人在内的粟特/回鹘

商人$笔者称之为广义的粟特/回鹘商人%

N&&

"

,民族研究-

U#U#

年第
%

期

!

"

#

$

%

&

相关研究众多$主要参见森安孝夫(,DE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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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统合-$东京(岩波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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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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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粟特/回鹘商人与汪古部

元人姚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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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文集,牧庵集-卷
&%

所收,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并序-是关

于克烈部历史的重要史料%

! 由于清四库馆臣的妄改$碑铭的专有名词出现了较大变动$但整

体文脉文义并未受到影响%笔者审读该碑铭$发现在讨论粟特/回鹘商人与汪古部之间的关

系时$该碑铭极具参考价值%据了解$碑主人名叫答失蛮$克烈部出身$曾受封
,

昌王$碑文由

其子阿剌不花所立%碑铭首先讲述立碑原委$之后介绍碑主先世云(

王
!

祖考伊埒库们实"奇尔氏"初以百夫长事王汗#可汗之为大号"自唐以然"今惟曰汗"王今所加"故兼

称之#曾祖妣夫人脱伦怯昵生图卜巴哈!齐哩克!萨理斡罕!合腊斡罕四人#太祖方以神武戡定朔漠"王汗与

之有间"图卜巴哈率其属二百户来归"径雍古"为其王所止"居之蒙古鲁地#遣其子约苏穆尔伪为商"至帝所

控其然#帝遣托抡萨理!必塔台二人"使永古特王阿勒呼木实克齐呼尔所"召其弟与二百户者偕来#帝问图

卜巴哈在王汗所何官( 曰-&为质也#'俾仍为质"宴享则赐班"坐大臣位#帝征西域"尽率其属以从#会旌战

劳"赐回鹘户五百四十有八#

"

碑文接下来介绍碑主曾祖在太宗和宪宗朝从征金朝和西域$兹不赘引%,元史-卷
&%L

,也

先不花传-言(&也先不花$蒙古怯烈氏%祖曰昔剌斡忽勒$兄弟四人$长曰脱不花$次曰怯烈哥$

季曰哈剌阿忽剌%方太祖微时$怯烈哥已深自结纳$后兄弟四人皆率部属来归%太祖以旧好$

遇之特异他族$命为必釺赤长$朝会燕飨$使居上列%'

#据此可知$碑文中伊埒库们实的四个儿

子图卜巴哈!齐哩克!萨理斡罕和合腊斡罕就是,元史*也先不花传-中的脱不花!怯烈哥!昔剌

斡忽勒和哈剌阿忽剌%依,元史*也先不花传-$碑主答失蛮即萨理斡罕之孙%据上引,皇元高

昌忠惠王神道碑铭并序-$当铁木真与王汗决裂时$率属民二百户投奔铁木真的图卜巴哈未直

接投奔蒙古部$而是先到汪古部落脚%虽然,元史*也先不花传-不言此事$但不能否定当时汪

古部与克烈部之间!汪古部与蒙古部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图卜巴哈遣其子约苏穆尔伪装成

商人抵达铁木真处$表明丝路商人当时活跃在漠南和漠北之间$汪古部和蒙古部之间当时业已

有直接贸易往来%文中被铁木真招抚的&其弟'应包括碑主答失蛮之祖萨理斡罕"昔剌斡忽

勒#%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汪古部长阿勒呼木实克齐呼尔"即前文介绍的阿剌忽失的吉剔忽里#

让图卜巴哈一行居住的&蒙古鲁'之地$即是被清四库馆臣改动的蒙古之地%换言之$汪古部辖

地有蒙古人存在%此蒙古鲁之地$当然不是指当时铁木真所在的三河之源一带的蒙古部本土%

辽末$天祚帝曾依靠阴山达靼毛割石"又作谋葛失#兵抵抗金军$耶律大石西行时$曾在阴

山北得到白达达$即汪古部首领床古儿接济%辽帝被擒后$毛割石附金%王国维以为上述毛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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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姚燧文集版本介绍$见周清澍(,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南京大学学报丛刊-$

&KN%

年%该碑铭底本有,四部丛刊

初编-

&LUK

册,牧庵集三-和广雅书局光绪年间重刊,牧庵集三-所收,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并序-$,钦定四库全书-,牧

庵集-卷
&%

所收,

,

昌忠惠王神道碑-$另有,丛书集成初编-所收标点本,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并序-和,全元文-四库本

辑录文等%受条件所限$笔者未能对前述周清澍先生介绍的姚燧文集所有版本进行探查%另$陕西师范大学石坚军教授发

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KU

卷,集部*元别集类-"书目文献出版社
U###

年版#所收,姚文公牧庵集-$其中未收入

,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并序-%谨表感谢%

参考,四库全书-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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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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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谋葛失即蒙古的另一译法$蒙古部在辽末即已经有部分迁居到阴山一带%

! 不过$尚无其

他确切史料证明辽代蒙古部曾经主动或被动南迁至阴山一带%相反$鉴于词中
+

音的换位并

非个案$笔者以为毛割石!谋葛失均为人名$是景教教名
'/+5:=

的音写%如是$辽末的阴山达

靼$实与白达靼相同$均是指信仰景教的汪古部%不过$金代情况与此不同%原因在于金朝对

日益强大的蒙古部实行灭丁政策%金朝驻守边境的部族军$即
-

军中包括萌骨
-

"即蒙古
-

#%

这些萌骨
-

的核心无疑正是指在战争或交易中被金朝虏获的蒙古部人%

" 虽然这些萌骨
-

的

驻地无法确定$但想象得出应该是在金朝的北部边境一带%鉴于上引文中出现图卜巴哈一行

被汪古部长&居之蒙古鲁地'这样疑惑丛生的表述$笔者以为上述萌骨
-

的驻地当在汪古部所

辖领地内$且这些萌骨
-

盖为汪古部所统辖%联想到对金朝贡的铁木真是前来汪古部辖地内

的净州进行交易$此处不否定在金朝与蒙古部之间的往来上汪古部所充当的桥梁作用%

在讨论汪古部与蒙古部之间的交往时$有一个人物值得关注$即回鹘商人阿三%,蒙古秘

史-卷
!

记录铁木真遭到克烈部王罕军队重创而败退$他与随行的十九人退守巴勒渚纳海子%

波斯人志费尼"

;

<2/R/,R.0-

;

<7/R'/20FV:I/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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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往哈剌和林庆贺蒙哥汗登基$在其次

年开写的,世界征服者史-"

3r+sF6R0V/6r-

A

:=6r

J

R0V:D/

J

-s

#中$志费尼记录说上述战争的日

期是
$KK

年"

&U#U\&U#%

#$&所有参战的人$不论贵贱$上起诸王$下至奴隶!张幕者!马夫$突厥

人!大食人和印度人$都名载史册'%

# 在描述铁木真一行艰苦度日时$,蒙古秘史-第
&NU

节言

&汪古敦 阿剌中忽失的吉
剔
中舌忽里羂察 阿三 撒舌儿塔

黑台 察罕 ?篾额秃 敏中罕 亦舌儿格思 

兀周 额舌糃古涅沐舌涟 忽舌鲁兀 不鼠卢中合
惕客舌列门 中忽羂

勒都周 阿不舌剌 阿亦速舌仑 巴
勒渚

纳 兀速阑 斡舌罗中灰突舌儿 兀赤舌剌罢%'总译作&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自汪古剔种的阿剌忽

失的吉剔忽里处来%有羯羊一千!白驼一个$顺着额糃古涅河易换貂鼠!青鼠%来至巴勒渚纳海

子$饮羊时遇着成吉思%'

$其中$&察罕?篾额秃'旁译作&白骆驼有的'$此处的&秃'$即蒙古语

表示拥有的词缀
7:

的音译%依据语法而言$察罕?篾额秃并非总译那样&有白驼一个'之义$

而应该是&有白驼者'%即$阿三名字的撒儿塔黑台是骑白驼者$该部分严谨的总译是&又有阿

三名字的有白驼的回回'云云%我们知道$骆驼通常是黄褐色$时至今日白驼非常罕见%在蒙

古人的传说中$白驼是给成吉思汗拉战车的神驼)成吉思汗弥留之际$部将用白驼额头上的绒

毛放在他嘴边吸附其灵魂%

% 牧民通常认为$白驼是某种圣物%考虑到貂鼠和青鼠所产皮毛$

是草原游牧民和森林狩猎民重要的贸易品和朝贡品$赶着一千只羊$骑着白驼$购买貂鼠和青

鼠的回回人阿三$不可能是单打独斗%虽然规模不明$但他应该统帅着自己的商队%

上述关于回回阿三的叙述不见于,圣武亲征录-$好在,世界征服者史-留存有相关资料%

书中记录蒙古军队攻打花剌子模$在逼近毡的城附近!位于河岸边的速格纳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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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征服世界的皇帝$并被收纳为他的扈从%传达给使命后$因为他跟居民熟识$且系同族$他打

算给他们发出警告$诏谕他们投降$以此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和财产%进入速格纳黑$他传达

了他的使命'%

! 不幸的是$虽为同族$哈散哈只仍然遇害%巴托尔德"

`(9/+76*2,

#早已指

出$此哈散哈只大概就是,蒙古秘史-记录的回回商人阿三%

" 从上引史料不难看出$哈散哈只

出生在花剌子模$是粟特本土的商人%

# 他与花剌子模人同族$说明他是操突厥语的穆斯林$

应该就是前面介绍的,世界征服者史-记录的参战人员中突厥人之原形%他从遥远的中亚到中

国行商$最初的落脚点是汪古部$可见与汪古部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阿三投奔铁木真的原

委$据史料记录是行商时偶遇$赵筱以为不否定阿三假借商人名义投奔铁木真的可能%

$

,元

史-卷
&UU

,雪不台传-介绍当铁木真在班朱泥河建&兴都'时$雪不台"即速不台#父亲&哈班驱

群羊入贡'%

% 此外$当汪古部首领把希望与其结盟共同对抗蒙古部的乃蛮使者送至蒙古部

时$铁木真的酬礼除马五百匹外$还有羊一千%

& 此羊一千$恰好与阿三呈给铁木真的见面礼

数目相同%此处$笔者不否定当时游牧部族之间大型礼物的赠与以羊一千为准的可能%鉴于

上述几点$以及也先不花家族先人是经由汪古部首领推荐给铁木真的$窃以为阿三虽然是赶着

羊群在额尔古纳河流域行商$但他真实目的在于经由汪古部推荐而结识铁木真%

三!粟特/回鹘商人与克烈部

关于
&U

世纪粟特/回鹘商人与克烈部之间的关系$元代名臣镇海的经历可以给我们些许

启发%元末许有壬撰,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铭-言&丞相名镇海$即称海$系出怯烈台氏%或

曰9本田姓$至朔方$始氏怯烈%+曰(9实怯烈族$时同名者三$因主屯田$故加田别之%+'

'

,元史*镇海传-云(&镇海$怯烈台氏%初以军伍长从太祖同饮班朱尼河水%与诸王百官大会

兀难河$上太祖尊号曰成吉思皇帝%'

(上文怯烈台即克烈%不过$宋使彭大雅在其著,黑鞑事

略-中言(&其相$四人(曰按只 $黑鞑人$有谋而能断%曰移剌楚材$字晋卿$契丹人$或称中书侍郎%曰粘

合重山$女真人$或称将军%共理汉事)曰镇海$回回人%专理回回国事%'

)此处镇海被记作回回

人$专理回回国事%而波斯伊利汗国拉施特"

@/ts,/2R.s-

#编撰的,史集-"

Vr>0f/2R3/Ir+sF6

#

言&合罕"窝阔台汗#有一畏吾儿大臣镇海'%

,-. 即$关于镇海的族属$史料记载出现混乱$由此

引发的是学术界关于镇海出身的不同意见%其中$王国维认为镇海当精通汉文$又会回回字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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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字#$故虽然,元史*镇海传-记其出自克烈部$但据,黑鞑事略-所载$说其出自回回"回

鹘#亦有可能%

! 武尚清与丁国范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认为&田'姓非

镇海本性$镇海当属回鹘人$

"而后者认为镇海五世孙赫斯在建造,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铭-

时$因当时的&四等人制'而假借克烈部从而提高身份地位使然$并考证镇海本田姓$为畏兀儿

族%

# 森安孝夫主张镇海是原属高昌回鹘王国的回鹘商人%

$

受教皇因诺曾爵四世"

Q--*51-7QT

#派遣$圣方济各会教士柏朗嘉宾"

V*6-*?82/-*

/̂+

M

0-0

#曾于
&UL$

/

&UL"

年访问蒙古$并带回贵由汗给教皇的答书%在其留下的行程录中$

详细记录了当时蒙古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风俗习惯等%据其介绍$镇海"

6̂0-

A

/

J

#当时的官职

为丞相$

%贵由汗给教皇答书的原本为蒙古语回鹘式蒙古文$是由大臣镇海!哈答"

Z/,/5

#和八

剌"

9/2/

#三人逐字对译给柏朗嘉宾$又命柏朗嘉宾将其拉丁语译本返译解说)最后以西方或有

人能解萨拉森语"

P/+/51-05

$波斯文#$乃将答书重写为萨拉森语$加盖印玺后由柏朗嘉宾带

回%

&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贵由汗纪-则介绍说
6̂0-

e

/0

"镇海#是给予贵由汗基

督教影响的基督教徒%

' 从中不难看出$镇海是个基督教徒$兼通回鹘式蒙古文!回鹘文!萨拉

森语波斯文%综上$笔者以为即便曾是田姓且兼通汉文汉语$但镇海并不具备汉人出身背景$

也不是单纯的畏吾尔人$而是具有中亚景教背景的回鹘商人$即笔者所言粟特/回鹘商人%

关于
&U

世纪末至
&%

世纪初粟特/回鹘商人在内地的活动$,蒙鞑备录-还介绍说(&其俗

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两河博易贩卖于其国%'

(两河即河南河北%据此推测得出$回鹘商

人是在中原与漠北之间进行远距离贸易活动%在介绍完蒙古的文字后$赵珙云(&且回鹘有田

姓者$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具言民物繁庶$与
-

同说鞑人治兵入寇$忒没真忿

其欺凌$以此犯边$边州悉败死$长驱犯燕%'

)此处所言田姓回鹘巨商即指带有汉姓的镇海"田

镇海#%笔者关注的是他&与
-

同说鞑人治兵入寇'%

-

即指金朝辖下的
-

军$包括唐古
-

!霞

马
-

!木典
-

!萌骨
-

!咩
-

!胡都
-

等%鉴于正是在汪古部的配合之下蒙古军才南下攻金$此

处的
-

当指汪古部%如第二节所述$汪古部的&蒙古鲁'即金朝境内的萌骨
-

"蒙古
-

#$则此处

的
-

内亦可以包括萌骨
-

%总之$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作为商人的镇海$在投奔铁木真之前

就已经通过汪古部和蒙古部建立了联系%此处不否定镇海曾经参与蒙古部和金朝之间的榷场

贸易$进而才结识铁木真的可能%

至于镇海为何被记录为克烈人$丁国范的看法固然可备一说%除此之外$笔者以为还有可

能是因为镇海作为基督教徒$与信奉景教的克烈部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且曾在漠北或克烈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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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商使然%从,元史*镇海传-等史料得知$镇海不仅在阿尔泰山东南屯垦$还在弘州设局管领

中亚出身的织金绮纹工生产著名的纳失失锦%概言之$镇海原本就是与西域有密切联系的粟

特系回鹘商人%就上述镇海的委任来说$他的西域中亚基督教背景是重要因素%

四!

H$%UN

回鹘语文书译注

从以上三节不难看出$

&U\&%

世纪$粟特/回鹘商人与漠南漠北草原游牧民之间保持有

联系%兹引
H$%UN

"

3(

\

(9(U&

#回鹘文账本文书$以作补充%

H$%UN

文书$是
U#

世纪初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获$出自高昌故城$现藏柏林德国国家图书

馆$原编号为
3(

\

(9(U&

%文书以草书体回鹘文写成$共
&U

行$彩色图版已在&吐鲁番研究'

网站中公开%

! 除第
$

行开头处少有破损外$文书基本保持完整%包括摹写和德译文在内$早

年拉德洛夫"

`(@/,2*??

#的研究成果以
HP

M

"K

编号收入其遗著,回鹘文献汇编-内%

" 兹据德

国&吐鲁番研究'网站公开的图版$给出换写!转写!译文和简单词注$再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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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有底子的褥子#另一个有红花纹的褥子#

U 一个有红底子的小花纹的褥子#

%\L要给
C

]

:2

的活计用的褥

子#另一个有红底子的吉祥毛毡子的红褥子$\!

11有花纹的褥子#有两匹雄鹿的褥子#

!\"有一部分红底

子!一部分白底子的斑驳色褥子#另一个有红底子的羂儿羂高级金缎子#

N\K和褥子在一起的五个羂儿羂高级

金缎子的褥子#两个灰色褥子#

K\&#两个小巧可爱的白底子的羂儿羂高级金缎子#

&#\&&一个达靼的有地标模样
!!!!!!!!!!

的毛毡子
!!!!

#

&&\&U三边有饰边!一边无饰边的四个毛毡子罩#

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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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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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洛夫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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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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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 毡子 红#(拉德洛夫未进行摹写$疑为笔误%

"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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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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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驳色#(斑驳色$古代突厥语通常作
/2/

%回鹘文中$

R+R

和
R2R

的区别在于后

者右侧"后部#带有伸向右上方的勾线%疑此处有笔误%

"

行
7/+,

<

/

"羂儿羂高级金缎子#(同样物品还出现于第
N

行和第
&#

行%拉德洛夫摹写和

译文均作
3/+7/

$后加".#$以示存疑%

7/+,/

另出现于,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所收
8̀#%

文

书$即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探险队所获
C7(@

J

(&L&LX

文书中%该文书以&猪年四月'开头$

之后有&我
O/+/w5:

e

患重病时$给我的儿子记录下遗产'$接下来列举家什器物$其中出现&七个

白
7/+,/

褥子$五个灰白色
7/+,/

褥子'字样%

! 小田寿典!茨默"

8(;01>1

#!梅村坦!森安孝夫

四人在编,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时$对该字的读法尚持怀疑态度$词注中标出也可读作

7/-,/

%

" 次年$森安孝夫发表,回鹘文书札记"四#-$肯定该字应读作
7/+7/

0

7/+,/

$并引用长注

详细进行了讨论%

# 森安从,蒙古秘史-中发现高昌回鹘王国亦都护进献给成吉思汗的贡物中

包括羂舌儿羂思"

,/+,/=

#$作为巴格达的特产记录有羂舌儿羂思"

,/+,/=

#%

$

,蒙古秘史-中$上

述两处羂舌儿羂思分别旁译作&浑金段子'和&绣金'$其中&思'"

R=

#是蒙古语复数词缀%据森安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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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秘史-解释作羂儿羂高级金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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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拉德洛夫摹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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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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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加".#$以示存疑%该单词

文字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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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词中的
;

写作
P

%回鹘文中此类唇齿音
;

和
P

之间的文字互换现象$虽

然在蒙元时期之前已有出现$但最多见于蒙元时期%

&#

行
7/7

<

/+

"达靼#(文字写作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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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词中的
3

写作
.

%回鹘文中此类舌音
.

和
3

之

间的文字互换现象$虽然在蒙元时期之前已有出现$但最多见于蒙元时期%

从上引文可知$

H$%UN

回鹘文书是回鹘商人在吐鲁番当地遗留的账本文书$其记录的商

品中包括产自达靼的有地标模样的毛毡子%即$该回鹘商人曾经直接或间接与达靼人发生过

交易%遗憾的是$由于文书中缺乏相关表述$我们很难给出该文书的具体成书年代%不过$文

书中出现的唇齿音
;

和
P

之间!舌音
.

和
3

之间的文字互换现象$虽然在蒙元时期之前已有

出现$但最多见于蒙元时期%而且$回鹘文文书中$草书体亦属于晚期"约
&U

至
&L

世纪#%综

上二点$推定
H$%UN

回鹘文书年代属于
&U

至
&L

世纪$较为稳妥%

诚如拉德洛夫所言$文书中的
3/7/+

还见于突厥鲁尼文碑文%

3/7/+

是突厥语族民族对其

东邻蒙古语族部落的泛称$源自具有悠久历史的蒙元时期塔塔尔"

3/7/+

#部落之名称$是汉籍

中&达靼'之原音%在与该文书年代接近的
&U

至
&L

世纪$蒙古高原的核心势力早期是九姓达

靼$晚期是蒙元王朝%此处的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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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作漠北的九姓达靼部落或蒙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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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别称最为

适宜%总之$虽然无法确定达靼人中生产毡子的具体部族名或地名$但不难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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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L

世纪

回鹘商人仍然与达靼人保持着商业往来%这可以为笔者在前三节得出的意见添一实例%

五!结 论

&U\&%

世纪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商人$主要是信奉景教和佛教的粟特/回鹘商人$另包括

一小部分穆斯林商人%克烈部人脱不花投奔铁木真时$先寓居汪古部&蒙古鲁'处$表明金朝的

萌古
-

是设置在汪古部地界内的%脱不花派遣其子伪装成商人自汪古部寻访铁木真$说明当

时有丝路商人活跃于漠南和漠北之间%当铁木真受困于班朱泥河时$他所偶遇的回回商人阿

三并非纯粹的商人$而是假借商人名分$经汪古部推荐投奔铁木真的%曾任蒙元丞相的镇海$

其出身是通汉!蒙古!回鹘!波斯等多种语言文字的景教徒回鹘商人%镇海可能在华北地区行

商时$通过蒙金之间的榷场交易结识了铁木真%同时$他也可能曾在漠北克烈部内行商$故而

又被认为是克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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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L

世纪$粟特/回鹘商人仍然在与漠南漠北草原游牧民进行着

交易%

笔者此前曾考证$景教徒粟特/回鹘商人在
&&

世纪已经与漠北的达靼部落保持有商业贸

易关系$在漠北克烈部改宗景教问题上$相比纯粹的传教士$高昌回鹘王国出身的粟特系回鹘

商人所起的作用更大%

! 辽末金初$笃信景教的阴山南北的汪古部五大家族$或多或少均与包

括高昌回鹘在内的西域中亚的景教徒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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