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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就为征服世界：蒙古帝国史

译者序

历来各大历史研究专家都对蒙古帝国的历史十分感兴趣，这是因其

建立了领土辽阔的帝国、频繁地发动战争，以及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

西方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法国著名的东方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所写的

《蒙古帝国史》，就是这一研究领域中最为杰出的作品。

格鲁塞生于法国加尔省格勒诺贝尔，毕业于蒙彼利埃大学历史系，

主要着力于研究中亚和远东历史。《蒙古帝国史》是格鲁塞多年研究的

精华作品，此书追根溯源，从蒙古族的起源开始，直到蒙古帝国的建

立，都有十分详细的论述。民族的相互融合和更替、历次惊心动魄的战

争、蒙古族士兵对所到之处的掠夺以及蒙古族在和平时期对属地平民的

统治，这些都是本书涉及的内容。不仅于此，这部作品中除贯穿全书的

蒙古族征战以外，更有狡诈和无奈、残忍与人性、情谊与背叛相互交

错，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历史画卷。

在《蒙古帝国史》一书中，作者以民族兴替发展为线索，勾勒出成

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南征北战的历史。蒙古民族

的源起、与周边其他民族的争斗、民族扩张的野心、成吉思汗黄金家族

的建立，这些严谨详实的内容都在此书里面用流畅隽永的笔触为读者娓

娓道来。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这些人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
他们的征服史是人类史上的血腥一笔。他们的征服过程与欧洲的十字军

东征相比，其残忍与血腥不分伯仲。但是这两个征战的结果却大相径

庭：蒙古人的征服之旅变成了中西方文化的加速融合的过程；十字军的



东征则导致了欧洲中世纪后期的衰落。

这本书的史料主要来自《元朝秘史》，格鲁塞借鉴了这本书中对于

成吉思汗的叙述风格——善于对人物进行描摹。这让《蒙古帝国史》这

本书不但能够当作史料翔实的史书去阅读，也能让我们感受到书中浓浓

的人文关怀。在我们着眼于蒙古人如何征服欧亚的时候，我们也能在书

中看到在现实和种群本性的作用下，蒙古人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他们

既残暴粗犷，又直率宽容，长期的游牧生活让他们意志坚定，战争又让

他们变得彪悍无比。这些从格鲁塞的书中，我们都能够获知。

在叙述成吉思汗发迹史的时候，格鲁塞出于对这一历史人物的偏

爱，其写法似乎有可商榷的地方。但当格鲁塞进入对蒙古帝国从建立到

走向衰落整个过程的描写之后，他的客观、严密的考据，让他的文章变

得无懈可击。同时格鲁塞也做了一系列的文献甄别工作，提取最可靠的

史料，放到书中。他还将史料相互对比，让读者知道关于这一史料的不

同说法。

总而言之，《蒙古帝国史》展现了蒙古帝国的建立和成吉思汗创立

的黄金家族的荣耀，真实反映了蒙古族群性格中残忍而诗意的部分。格

鲁塞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对蒙古历史进行研究，给予了读者另一种角

度的阅读体验。



第一章  前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

在那个曾经荒凉无比的蒙古草原上，许多个游牧部落星罗棋布。大

约在5世纪，这里出现了突厥人，他们在蒙古草原的中部建立了国家，

其他部落就在周边地区寻求生存，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这些部落不时发

生冲突甚至战争。在这个时期，民族出现了更替，其中的突厥人很好

战，他们中的一部分族群演变成了后来的蒙古族。

哈拉契丹帝国的建立、蒙古人与客列亦惕人和乃蛮人的战争、蒙古

社会的解体、各部落为统一蒙古所做的各种尝试，像这样在争斗中的融

合、兴替就是成吉思汗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蒙古草原的普遍情况。

第一节  蒙古族的起源

如果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蒙古人应该属于阿尔泰系或

者突厥－蒙古系，突厥人和通古斯人也属于这一系。从6世纪开始，蒙

古人、突厥人和通古斯人中的突厥人在历史上有了自己的称谓：突厥

（系“强壮”之意）。而直到12世纪，“蒙古人”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唐

朝文献记载：在客鲁涟河下游以及兴安岭北面居住的室韦人中，有个名

字叫作“蒙瓦”或“蒙兀”的部落，伯希和先生认为这是“蒙古”这个名词在

历史上的起源）。现在的一些语言学家认为，突厥系和蒙古系是中古前

期一些游牧部落的统称。原始的突厥人在中原人口中被称为“匈奴”，而

西方人则把他们叫作“匈奴人”。他们应该是早期的突厥人，研究者一般

认为他们应该被列为突厥语系的民族。5世纪到6世纪，拓跋人（或桃花

石人）建立了魏朝，控制了今天中国北方的大部地区。虽然那个时候还

没有“突厥”这个词，但后来的人们会认为他们就是突厥人。然而追根溯



源，曾经在蒙古地区雄霸一时的蠕蠕人，还有在5世纪统治突厥斯坦的

吠哒人，这些都可能是蒙古人的祖先。此外，契丹人在10世纪和11世纪

曾经统治过现在中国的北京以及周边地区，他们的统治势力在12世纪还

曾延伸至突厥斯坦的东部。那么，契丹人也有可能有一部分后来成为蒙

古人。

▲契丹人引马图 

契丹族是骑马打天下的民族，他们的骑兵骁勇善战，骑兵的蒙古马

既能在短距离快速奔跑，又适合长距离行军。

由此可知，突厥人和蒙古人实际上是轮流着在蒙古大草原上建立霸

权。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是突厥人称霸草原的时期。2世纪中叶，鲜卑

人（属蒙古人）占领了蒙古草原东部地区，蒙古开始崛起。5世纪，属

于突厥人的拓拔人在争夺今日中国的北方地区的战争中获得优势，击败

了鲜卑人，突厥人重新获取了优势。在这个时候，属蒙古系的蠕蠕人还

在占有戈壁。到了6世纪中叶，历史上出现了“突厥人”这一名词，他们

占据了蒙古和突厥斯坦的西部。到8世纪中叶前后，突厥人的统治力慢

慢减弱，被畏兀儿突厥人取代了统治地位；乞儿吉思突厥人则在9世纪



中叶至10世纪前25年占据了优势。然而到了公元924年，乞儿吉思突厥

人也开始后劲不继，蒙古地区重新回到突厥人和蒙古人争霸的局面。一

直到13世纪初，成吉思汗的出现使这种争斗画上句号，他统一了蒙古草

原，正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部落。

这很容易让人觉得：政治势力的轮番上台，实际上就是游牧民族不

停地争斗，胜的那方赶走了原来居住在这里的部落，占领了这个地方。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考察成吉思汗的发迹史，就会跟我们对阿提拉（生于

406年，卒于453年，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同一时代的人物，曾带领匈奴

人四处征伐，最后成为中亚、欧洲的大部分领土的霸主）的认识一样，

让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观念。阿提拉征服了阿尔泰人、芬兰－乌戈尔

人、萨尔马西安－阿兰人和日耳曼人，但是他并没有大肆烧杀抢掠，而

是把他征服的人们聚合成为以匈奴人为核心的一群人，继续去征战其他

安居各地的族群。成吉思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兼并了突厥部落为他

效力，与他们一起去征服中原还有波斯。这让很多突厥人在蒙古人的麾

下效力，特别是在现在的俄罗斯南部和突厥斯坦，这里其实大多数是突

厥人，却在蒙古人的麾下效力。需要为大家说明的是，从匈奴人到成吉

思汗，草原的种族是复杂的，这种生活习性的共同性要远大于语言上的

共通性，这种生活习性即游牧生涯。他们在草原和森林的边缘地带也能

作为牧民生存。

另一个被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是：12世纪，突厥人在文化上是否就

领先于蒙古人？波普（现代蒙古语学者）和巴托尔德（前苏联学者）的

论据经常被列举，他们认为蒙古语言在当时的演进远远不如突厥语言；

又有人说成吉思汗的族人还不如畏兀儿突厥人文明。可是，有很多证据

证明，契丹人由于受到中原人的熏陶，在早于成吉思汗的两个多世纪前

文明水平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他们说的就是蒙古语。蒙古人与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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