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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trabo，Geography I，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orace Leonard Jones，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2． 5． 11． 本文所用斯特拉波《地理学》中的材料译自哈佛大学出版社罗布古典丛书

Strabo，Geography( Vol． 1，1917; Vol． 2，1923; Vol． 3，1924; Vol． 4，1927; Vol． 5，1928; Vol． 6，1929; Vol． 7，1930;

Vol． 8，1932，1949 年修订版) 。为注释方便，本文按照古典学标注习惯，标注引文所在的卷、章、节，略去详细的出版

信息。

② Strabo，Geography，12． 3． 16．

③ Strabo，Geography，14． 1． 18．

④ Strabo，Geography，12． 2． 4．

历史学与地理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历史学中离不开地理学的知识，地理学中包含着历史学

的方法。本文以斯特拉波《地理学》为研究对象，集中考析斯特拉波《地理学》的史料来源，说明斯

特拉波所用史料的特点与价值。这不但有助于推进学界对斯特拉波《地理学》的研究，而且对于我

国学者深入思考古典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也很有裨益。

一

斯特拉波撰述《地理学》时广泛搜集史料。实地考察所获一手素材是《地理学》的重要史料来源。
斯特拉波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搜集了大量一手史料。广泛的考察在《地理学》中有直接体

现，他说:“从亚美尼亚向西，我旅行到远至撒丁岛对面的第勒尼亚地区，从攸克塞因海向南，我到

达了埃塞俄比亚边界地区。在地理学家中，不会有谁比我旅行得更远。”①《地理学》中也透露出许

多斯特拉波实地考察的信息。小亚细亚是斯特拉波的故乡，他早年在这里求学、成长，对该地区比

较熟悉。他描述西德纳城时，提到自己曾在该城文法家提拉尼昂( Tyrranion) 门下学习; ②列举奈萨

的名人时，称自己年青时在奈萨学习了阿里斯托德姆斯( Aristodemus) 的全部课程。③他还探察过皮

拉姆斯河沿岸的状况。④斯特拉波对科林斯城的描述，则显示了他在这里考察的经历。他说:“根据

我的观察，其状况大致如下:……城市的周长过去达 40 斯塔迪亚，在没有大山环抱的地方都筑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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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即使是阿克罗考林图斯山自身，只要是能够筑墙的地方，也都有围墙环绕，我登山时，围墙遗迹

清晰可见。”①

斯特拉波的朋友埃利乌斯·加鲁斯曾担任过埃及总督，这为他在埃及旅居、考察提供了便利条

件。《地理学》中多处有斯特拉波在现场的信息。他曾在亚历山大里亚查阅前人的研究成果，比较

过攸多鲁斯和阿里斯敦关于尼罗河的作品。他表示: “无论如何，由于需要对副本进行比较，我将

一部作品与另一部作品进行了对比。不过，在他们两人中，是谁‘借鉴’了另外一个人的作品，也许

在阿蒙神神庙中才能断定。攸多鲁斯指责阿里斯敦，然而其风格更像阿里斯敦。”②

斯特拉波曾沿尼罗河上溯而行。③ 他在赫里乌波里斯见到了祭司们居住的大房子、柏拉图与

攸多克苏斯的学院; ④目睹了孟菲斯的狮身人面像，“我所看到的狮身人面像，有的没入沙丘，仅露

出头部，有的一半被沙丘埋没，一半露在外边”⑤。他又曾在埃及当地官员的陪同下探访阿尔西诺

城中“神圣的鳄鱼”，⑥参观埃勒发提纳上方的小瀑布，到过瀑布上方的菲拉埃。⑦ 并且他与埃及长

官加鲁斯到达塞伊尼和埃塞俄比亚边界地区，获悉罗马埃及与印度贸易繁荣的盛况:“我得知多达

120 艘船只正从迈欧斯·霍尔摩斯开往印度，然而从前，在托勒密统治时期，冒险从事这一航行并经

营印度商品的人非常稀少。”⑧

斯特拉波广泛的实地考察为其准确描述“人类居住的世界”提供了坚实基础。他对埃及亚历山

大里亚的描述显然源于亲自观察。亚历山大里亚荣耀的城市起源、便利的水陆交通、健康怡人的环

境，引起了斯特拉波的高度关注。他详述城市的布局、笔直的街道、密集的建筑、优美的公共区域、宏
伟的王宫、漂亮的体育场、巨大的港口。⑨ 在斯特拉波的笔下，亚历山大里亚的繁荣与辉煌跃然纸上。
尽管在斯特拉波之前的狄奥多罗斯，在他之后的普林尼、库尔提乌斯和阿里安等古典作家，都曾对亚

历山大城做过描述，但斯特拉波的描述最为翔实。斯特拉波认真观察过埃及神庙，详细呈现了神庙的

整体布局。瑏瑠 尽管他的描述有不准确的地方，瑏瑡但其中的部分细节已得到证实。瑏瑢 就整体而言，他对埃

及神庙的描述已经比较准确。瑏瑣 对埃及的实地考察，使斯特拉波对当地的描述“独具价值”瑏瑤。
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中心。斯特拉波因多次前往这里，长期旅居于此，对它非常熟悉。罗马城

优越的自然环境，宽阔的大道，复杂的供水和排水系统，规模宏大的广场，琳琅满目的艺术品，优美

的柱廊和剧院，庄严的圣地与神庙，雄伟的会堂和神殿，神圣的讲坛，斯特拉波都进行了详细描

述。瑏瑥 小亚细亚地区是斯特拉波的故乡，是他生活、成长与受教育的地方，也是他最熟悉的地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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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bo，Geography，8． 6． 21．
Strabo，Geography，17． 1． 5．
Strabo，Geography，2． 5． 12; 11． 11． 5．
Strabo，Geography，17． 1． 29．
Strabo，Geography，17． 1． 32．
Strabo，Geography，17． 1． 38．
Strabo，Geography，17． 1． 49 － 50．
Strabo，Geography，2． 5． 12．
Strabo，Geography，17． 1． 8 －10，13．
Strabo，Geography，17． 1． 28．
Mary Knight，A Geographic，Archaeological，and Scientific Commentary on Strabo’s Egypt( Geographika，Book 17，Sections 1 －2) ，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Classics，New
York University，May，1998，p． 230．
The Geography of Strabo，the first six books by H． C． Hamilton，the remainder by W． Falconer，in three volumes，London: Henry
G． Bohn，York Street，Covent Garden，1854，Vol． III，p． 246，note 1．
Mary Knight，A Geographic，Archaeological，and Scientific Commentary on Strabo’s Egypt( Geographika，Book 17，Sections 1 －2) ，

p． 231．
H． F． Tozer，Selections from Strabo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Strabo’s Life and Works，Oxford: Clarendon Press，1893，p． 355．
Strabo，Geography，5． 3． 8．



一。他详述此地区的山川河流、村庄城市①、物产资源②、居民生活，关注与当地有关的重大历史事

件和地区政治沿革③。当然，他对这一地区的认识是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之上的。斯特拉波在亲

身实践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小亚细亚东部地区的珍贵史料。
斯特拉波广泛的实地考察使他获得了不可替代的一手史料。这也使他对小亚细亚、科林斯、罗

马、意大利和埃及等地的描述准确、有序且内容丰富。这些内容在《地理学》中尤具价值。

二

斯特拉波在描述“人类居住世界”的过程中，重视与其同时代人报道的信息。同时代人报道的

内容成为《地理学》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
米里亚的阿斯克勒皮亚德斯( Asclepiades) 曾在图尔德塔尼亚教授文法，④对周围地区比较熟

悉，“并已出版了对那一地区诸部落的报道”。⑤ 斯特拉波在描述奥德塞亚时，就征引了他的资料。
米提勒纳的塞奥法尼斯( Theophanes) 则是活跃于斯特拉波所生活时代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他通

过自己卓越的才能帮助庞培在各方面取得了成功，也收获了后者的友谊。⑥ 他曾追随庞培远征，参

加第三次米特里达梯战争，到过阿尔巴尼亚等地区，并撰写过有关庞培征战活动的史书。⑦ 斯特拉

波在描述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等地区时，显然用了不少塞奥法尼斯的报道。⑧ 斯特拉波在描述小

亚细亚时，文中有大量的关于庞培活动的内容。尽管斯特拉波在文中没有明确表示，但这些信息很

可能也来自塞奥法尼斯。斯特拉波在描述米底时用到德里乌斯( Dellius) 的资料。德里乌斯是安敦

尼的朋友，他追随安敦尼参加了远征，并担任一名指挥官。远征时，他们包围过阿特罗帕提亚米底

的要塞。他还“曾描述过安敦尼对帕提亚人的远征”。⑨ 德里乌斯的亲身经历让他的报道有据可

依，并且使斯特拉波获得了有关米底的最新信息。
斯特拉波对南部阿拉伯地区的描述增进了西方人的地理学知识，拓展了他们的认识空间，而这

要归功于他的朋友埃利乌斯·加鲁斯。公元前 25 年—前 24 年，埃及长官埃利乌斯·加鲁斯在奥古斯

的授意下，率军远征阿拉伯·菲利克斯( Arabia Felix) ，“在此期间，发现了阿拉伯人的许多特点”。瑏瑠

埃利乌斯·加鲁斯的远征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罗马人对阿拉伯的认识。他获得了军队所经过地区的

信息，并且还发现了鲁塞·考玛与佩特拉之间繁荣的陆路贸易。瑏瑡此次军事行动的原因、过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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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他细致地描述故乡城市阿玛塞亚，凸显它地势险要、防守坚固、供应充足、难以攻破的特征; 颂扬它“无论从人的远见卓识

还是从自然条件而言，其设计都令人称赞”。Strabo，Geography，12． 3． 39．
提米斯库拉平原的丰产与富饶 ( Strabo，Geography，12． 3． 15 ) ，加泽罗尼提斯的肥沃、发达的手工业和充裕 ( Strabo，

Geography，12． 2． 13) ，发尔纳西亚的渔场和矿藏 ( Strabo，Geography，12． 3． 19 ) ，发纳罗埃的橄榄与葡萄酒 ( Strabo，

Geography，12． 3． 30) ，卡帕多西亚地区的水果和谷物 ( Strabo，Geography，12． 2． 10 ) ，高加索山地区的木材 ( Strabo，

Geography，11． 2． 15) ，科尔契斯境内发西斯河地区的农产品、亚麻制品和造船用品( Strabo，Geography，11． 2． 17) ，阿尔

巴尼亚地区的牧场、牲畜和水果( Strabo，Geography，11． 4． 3． ) ，斯特拉波描述时如数家珍。
Strabo，Geography，12． 1． 4; 12． 2． 11; 12． 3． 1，41; 12． 5． 1．
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 and Esther Eidinow，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fourth edi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 180．
Strabo，Geography，3． 4． 3．
Strabo，Geography，13． 2． 3．
Strabo，Geography，11． 5． 1; 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 and Esther Eidinow，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
1460．
Strabo，Geography，11． 2． 2; 11． 4． 3; 11． 5． 1; 11． 14． 4，11; 12． 3． 28．
Strabo，Geography，11． 13． 3; 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 and Esther Eidinow，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
426．
Strabo，Geography，16． 4． 22．
Strabo，Geography，16． 4． 23．



及行军沿途的情况在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中有详细呈现。①

阿提诺多鲁斯是斯特拉波的朋友。他到过佩特拉，对当地的统治秩序印象深刻。斯特拉波对

佩特拉城的描述显然利用了他提供的史料。斯特拉波说，“我的同伴、到过佩特拉城的哲学家阿提

诺多鲁斯，曾心怀敬意地描述过当地的治理状况。他说他见到许多罗马人和其他外国人旅居于那

里; 并且还见到外国人经常进行诉讼，既互相起诉，也起诉当地人。然而，当地人从不互相起诉; 他

们在各方面都和睦相处。”②斯特拉波在描述印度时，很可能也了解过商人们报道的相关信息。我

们从他的阐述中可窥见一斑“……既然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人已经率船队取道尼罗河和阿拉伯湾到

达印度，与我们的前辈相比，现在我们对这些地区也更为熟悉”。③

同时代人报道的内容，大多为报道者亲身经历、参与、目睹或耳闻之事，再加上与斯特拉波处于

同一时代，因而具有相对较高的史料价值。这也是斯特拉波引用这类报道的考虑所在。它们是斯

特拉波描述“人类居住的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

斯特拉波描述的对象是罗马帝国初期“人类居住的世界”，描述对象的范围非常广阔，因此，除

了用到个人实地考察所得的内容、同时代人报道的信息外，还大量使用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
斯特拉波在论述重新撰写《地理学》的必要性时谈道，“……与每一位地理学家发生抵触不是

我的目的所在，对于大部分地理学家，我都不予考虑，这些人的观点甚至不值得注意，我只对那些在

多数情况下我们认为正确之人的观点发表意见。事实上，与每个人进行哲学探讨并不合适，不过，

与埃拉托色尼、希帕库斯、波塞冬尼乌斯、波利比乌斯和其他这类人进行这样的探讨是一种荣

耀。”④对于古典作家，斯特拉波有选择地进行批判，有选择地与之探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

他对史料的取舍。
古代地理学科自身发展的学术积淀，是斯特拉波《地理学》产生的前提之一。古代地理学作品

则无疑是斯特拉波《地理学》的重要史料来源。在这一领域中，埃拉托色尼、阿尔特米多鲁斯和波

塞冬尼乌斯等人的著作成为斯特拉波重点关注和引用的对象。
埃拉托色尼( 约公元前 285 － 前 194) 曾担任过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是公元前 3 世纪

杰出的地理学家。⑤ 其地理学作品除了在斯特拉波《地理学》的绪论部分被广泛征引外，在他描述

伊比利亚、意大利、亚美尼亚、希腊、犹太、埃及和利比亚等地区时也被多次征引。⑥ 由于埃拉托色

尼的著作已经遗失，正因为斯特拉波对其作品的引用，才保留了它的部分内容。⑦ 地理学家阿尔特

米多鲁斯同样是斯特拉波在《地理学》中重点征引的对象。⑧ 斯特拉波在描述伊比利亚、罗马、意大

·37·

史学史研究 2016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Strabo，Geography，16． 4． 21 － 24．
Strabo，Geography，16． 4． 21．
Strabo，Geography，2． 5． 12．
Strabo，Geography，1． 2． 1．
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 and Esther Eidinow，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p． 533 －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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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安·W·罗勒主要利用斯特拉波《地理学》的资料，勾勒出《埃拉托色尼的 ＜ 地理学 ＞》。Duane W． Ｒoller，Eratosthenes’
Geography，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阿尔特米多鲁斯( 活跃于公元前 2 世纪末) ，是出生于以弗所的希腊人。他曾沿地中海海岸和外西班牙航行，撰有 11 卷

的地理学著作( Περíπλου，Tὰγεωγραφο v'μενα，Γεωγραφ í α βιβλ íα) 。他的记述，特别是对于西部地区里程的记述比

较准确，但也存在错误与混乱之处。关于东部水域和埃塞俄比亚，他依靠阿加塔契德斯( Agatharchides) 的资料，增加了远

至瓜达富伊角( Cape Guardafui) 地区的里程及详细描述。关于印度，他主要依据亚历山大著作家及美加斯提尼斯的资料。
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 and Esther Eidinow，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p． 175 － 176．



利和希腊等地的过程中，较多地使用了他的资料。① 波塞冬尼乌斯在广泛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成

《历史》与《论海洋》两部作品。它们是斯特拉波描述伊比利亚、凯尔特、罗马、意大利和地中海东岸

等地区时依据的主要资料之一。②

历史作品也受到斯特拉波的高度重视。修昔底德和波利比乌斯是西方古典史学成就的代表性

人物，他们对史料的谨慎态度和宽广的视野，使其作品在古代就很有影响力。修昔底德的《伯罗奔

尼撒战争史》是斯特拉波在描述希腊时重点征引的作品之一。③ 波利比乌斯是斯特拉波眼中的“杰

出作家”。其著作不仅是斯特拉波在绪论中，而且是他在描述伊比利亚，埃及，尤其是在描述罗马、
意大利和希腊时的重要资料来源。④ 埃弗鲁斯的《历史》在古代因其准确性而受到赞誉。⑤ 斯特拉

波对罗马、意大利、希腊和本都等地的描述中大量引用该作品。⑥ 他在文中直言:“我使用埃弗鲁斯

的资料比任何其他权威的资料都多，因为正如杰出的作家波利比乌斯所证实的那样，对于这些问

题，他非常谨慎。”⑦

尼阿库斯、欧尼西克里图斯和美加斯提尼斯也是斯特拉波倚重的作家。前者是亚历山大的伙

友，曾奉命指挥舰队在希达斯皮斯河及从印度南部到底格里斯河的海岸航行，撰有关于亚历山大的

传记。此传记在古代比较流行。⑧ 欧尼西克里图斯当过亚历山大的舵手，辅助过尼阿库斯，曾撰写

一部赞颂亚历山大的作品。⑨ 美加斯提尼斯曾作为塞琉古王国的使节出使印度孔雀帝国，他把自

己的亲身经历记录在一部印度历史中。瑏瑠 他们的作品成为斯特拉波描述印度时的重要依据。瑏瑡

斯特拉波在对南部意大利的描述中，用到了叙拉古安提奥库斯瑏瑢的著作瑏瑣。他描述特洛伊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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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Strabo，Geography，3． 1． 4 － 5; 3． 2． 11; 3． 4． 3，7，17; 3． 5． 5，7; 4． 1． 8; 4． 4． 6; 5． 2． 6; 5． 4． 6; 6． 2． 1; 6． 3．
10; 8． 2． 1; 8． 3． 6; 8． 6． 1; 8． 8． 5; 9． 5． 8，15; 10． 2． 21; 10． 4． 3; 17． 1． 18，24; 17． 3． 2，8．
波塞冬尼乌斯( 约 135 － 51 B． C． ) 是阿帕美亚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他在雅典接受教育，但定居于罗德岛，曾作为

使团成员前往罗马，游览过西班牙、南部高卢、罗马和意大利等地，他研究领域广泛，撰有《论海洋》( On Ocean) 和 52 卷本

的《历史》( History) 。《论海洋》涵盖了天文学地理带、自然与气候状况、人文地理和人类学等诸多方面; 《历史》时间上起

公元前 146 年，下止公元前 80 年代中期，主要描述地中海世界的历史。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 and Esther
Eidinow，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p． 1195 － 1196． 斯特拉波对其作品的征引见: Strabo，Geography，3． 1． 5; 3． 2．
5，9; 3． 3． 3 － 4; 3． 4． 3，13，15，17; 3． 5． 5，7 － 8，10; 4． 1． 7，13 － 14; 4． 4． 5 － 6; 5． 1． 8; 5． 2． 1; 6． 2． 1，7，

11; 7． 2． 2; 7． 3． 2 － 4，7; 7． 4． 3; 7． 5． 8; 8． 1． 1; 10． 3． 5; 11． 9． 1，3; 16． 1． 15; 16． 2． 17，24，43; 16． 4． 27;

17． 1． 5，21; 17． 3． 4，10．
Strabo，Geography，7． 7． 7; 8． 1． 2; 8． 6． 6，15，17; 9． 3． 13; 10． 2． 26．
Strabo，Geography，3． 2． 10 － 11，15; 3． 5． 5，7; 4． 1． 8; 4． 2． 1; 4． 6． 2，10，12; 5． 1． 3，8; 5． 2． 5; 5． 4． 3; 6． 1．
11; 6． 2． 10; 6． 3． 10; 7． 5． 1，9; 7． 7． 3，4; 8． 1． 1; 8． 2． 1; 8． 6． 23; 8． 8． 5; 9． 3． 11; 10． 3． 5; 14． 2． 29; 17．
1． 12．
埃弗鲁斯( 约 405 － 330 B． C． ) ，出生于库玛，编撰了 30 卷的《历史》。这部史书上起赫拉克里斯族( Heraclidae) 的回归，

下至培林图斯( Perinthus) 之围。作者取材广泛，并且时常对材料进行认真甄别。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 and
Esther Eidinow，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 510．
Strabo，Geography，3． 1． 4; 4． 4． 6; 5． 2． 4; 5． 4． 5; 6． 1． 8，12，15; 6． 2． 1 － 2，4; 6． 3． 3; 7． 2． 1; 7． 3． 9，15;

7． 7． 7，10; 8． 1． 1，3; 8． 3． 31; 8． 4． 7; 8． 5． 4 － 5; 8． 6． 14，16; 8． 8． 5; 9． 2． 2，4; 9． 3． 11 － 12; 9． 4． 7; 10．
2． 9，25 － 26; 10． 3． 2 － 5; 10． 4． 8 － 9; 10． 4． 16 － 20; 12． 3． 10，21 － 22; 14． 5． 23 － 24．
Strabo，Geography，9． 3． 11．
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 and Esther Eidinow，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 1004．
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 and Esther Eidinow，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 1039．
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 and Esther Eidinow，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 925．
在描述印度时，斯特拉波对尼阿库斯作品的征引: Strabo，Geography，15． 1． 5，16，18，20，25，33，43 － 45，66 － 67; 对欧

尼西克里图斯作品的征引: Strabo，Geography，15． 1． 12 － 13，15，18，20 － 21，24，28，30，33 － 34，43，45，54，63 － 65;

对美加斯提尼斯作品的征引: Strabo，Geography，15． 1． 6 － 7，11 － 12，20，35 － 60，68．
叙拉古的安提奥库斯，是生活于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其著作有《论意大利》( On Italy) ( Strabo，Geography，6． 1．
4) 主要描述了意大利南部的 Elea、Ｒhegium、Croton、Heraclea、Metapontum 和 Tarentum。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
and Esther Eidinow，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 106．
Strabo，Geography，6． 1． 1，4，6，15．



地区时，用到德米特里乌斯的不少资料，①因为后者是特洛伊附近斯塞普西斯当地的学者。② 德米

特里乌斯很可能进行过广泛的游览，③对周围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斯特拉波在描述吕底亚及附

近地区时运用了吕底亚人克萨图斯的史料，④后者撰有《吕底亚史》⑤。阿尔特米塔的阿波罗多鲁

斯曾创作《帕提卡》( Parthica) ，⑥推进了西方人对赫尔开尼亚和巴克特里亚纳等地的认识。⑦ 他的

作品成为斯特拉波描述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等地过程中比较可靠的史料。⑧

诗歌是斯特拉波《地理学》史料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在他征引的诗人中，甚至在他征引的古典

作家当中，荷马都是首屈一指。在斯特拉波看来，荷马的地位至高无上，“首先，我认为，我和我的

前辈———希帕库斯就是其中之一———把荷马当作地理科学的奠基人是正确的。因为荷马超越了古

往今来的所有人，这不仅表现在他杰出的诗歌上，而且我可以说也表现在他熟知与公共生活相关的

一切事务上。”⑨在绪论部分，斯特拉波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荷马的学识辩护，反驳埃拉托色尼等

人的“攻击”，捍卫荷马在地理学史上的奠基地位，因此，《荷马史诗》成为《地理学》前两卷的主要

史料来源之一。这种辩护不仅仅出现在绪论部分，而且在他描述“人类居住的世界”的过程中，也

时常发生。斯特拉波在描述希腊的过程中，对《荷马史诗》的征引尤多。瑏瑠

斯特拉波为荷马的学识辩护，即便荷马的观点明显存在问题，他仍会反驳批判荷马的古典作

家。例如，在荷马是否了解本都、西徐亚、埃及、利比亚等“遥远地区”的问题上，斯特拉波竭力批判

阿波罗多鲁斯和埃拉托色尼，直言:“在我看来，人们可以公正地指责他们，并得出相反的结论: 他

们在哪里无知，就在那里指责诗人( 荷马，笔者注) 无知”瑏瑡; 甚至表示，“我们都认为，只要在同一主

题上，我们的论述与诗人的论述还存在矛盾之处，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处理正在研究的问题，我们坚

信他的论述”。瑏瑢 尽管斯特拉波在征引和利用《荷马史诗》时，也并非毫无保留地接受荷马的观点，

对荷马也有批判，瑏瑣但他过度为荷马的学识辩护，有违追求真实的精神，也背离了他的“历史希望获

得真实”瑏瑤的思想。
希腊诗人赫希俄德、品达等人的作品也常被斯特拉波征引。瑏瑥 除此之外，斯特拉波还比较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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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Strabo，Geography，13． 1． 27，33 － 34，36，39，43 － 44，53，55，58．
Strabo，Geography，13． 1． 55．
Strabo，Geography，13． 1． 27．
Strabo，Geography，12． 8． 3，19; 13． 4． 11; 14． 5． 29．
Strabo，Geography，12． 8． 19．
Strabo，Geography，11． 7． 3．
Strabo，Geography，2． 5． 12．
Strabo，Geography，11． 7． 3; 11． 9． 1; 11． 11． 1，7; 11． 13． 6; 15． 1． 3．
Strabo，Geography，1． 1． 2．
Strabo，Geography，8． 1． 1; 8． 3． 1，3 － 11，14，16 － 17，19，21 － 22，24 － 32; 8． 4． 1，5; 8． 5． 2 － 3，5，8; 8． 6． 5，7，

9 － 10，17，19，25; 8． 7． 2，4 － 5; 8． 8． 2; 9． 1． 5，10，22; 9． 2． 14，18 － 21，26 － 29，31 － 36，40，42; 9． 3． 2，8，13，

16; 9． 4． 2，7 － 8; 9． 5． 4 － 9，11 － 22; 10． 1． 3，7，13; 10． 2． 6，8，10 － 12，14，17，19 － 20，24; 10． 3． 1，6，13; 10．
4． 6 － 9，11，14 － 15; 10． 5． 8，14，17，19．
Strabo，Geography，7． 3． 6．
Strabo，Geography，8． 3． 3．
William Kahles，Strabo and Homer: Homeric Citations in the Geography of Strabo，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Loyola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May 1976，p． 200，p． 207．
Strabo，Geography，11． 5． 3．
在描述希腊时，斯特拉波也对赫希俄德的作品征引较多: Strabo，Geography，8． 3． 11; 8． 5． 3; 8． 6． 6; 9． 1． 9; 9． 2．
25，35; 9． 3． 16; 9． 5． 22; 10． 3． 19。对品达作品比较集中的征引见: Strabo，Geography，3． 3． 7; 3． 5． 5 － 6; 5． 4． 9;

6． 2． 3 － 4; 9． 2． 12，27; 9． 5． 5; 10． 3． 13; 10． 5． 2．



地引用了哲学家、戏剧家的作品。① 值得注意的是，斯特拉波用到了铭文资料。他在描写帕萨伽代

时利用阿里斯托布鲁斯、欧尼西克里图斯提供的信息，转述了居鲁士、大流士墓碑上的铭文。② 他

描述埃及时，呈现墓地石碑上的铭文，“这些铭文展示了那时国王们的财富，他们的统治区域( 一直

延伸至西徐亚人所在的地区、巴克特里亚人所在的地区、印度人所在的地区和现在的伊奥尼亚) ，

他们所得贡金的数量和他们军队的规模( 大约 100 万人) 。”③

前人的学术积淀，经过批判的研究成果，不仅是斯特拉波《地理学》产生的前提之一，而且是它

向前推进的基础，更是其重要的史料来源。

四

斯特拉波在《地理学》中所用史料来源广泛，既有自己实地考察所得，亦有源于同时代人和前

辈学者的内容。斯特拉波对实地考察过的小亚细亚、罗马、意大利、希腊的部分地区和埃及的描述，

以及依据同时代人提供的信息对南部阿拉伯等地的描述，具有很高学术价值。他对“人类居住的

世界”其余部分的描述，利用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地理学、历史学领域的成果，也包含

诗歌、哲学和戏剧等领域的内容。不过，他并不以广泛搜集史料为满足，而对史料有强烈的批判精

神，这在描述印度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斯特拉波没有到过印度，描述时主要利用了前人及与其同时代人的报道。所用资料时间跨度

大，大体包含了从亚历山大东征时期一直到斯特拉波所生活的时代。关于印度，斯特拉波认为对前

人及同时代人提供的资料必须谨慎。按照斯特拉波的看法，对西方人而言，印度地域遥远，少人有

到达，而他们所获信息，亲身经历者少，道听途说者多; 并且即使一起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不同人的

报道也总缺乏一致，甚至大相径庭。④ 人们所报道内容互相抵触者甚众，历史真实与神话传说并

存。所以，即便是斯特拉波所倚重的作家，他也不会轻率接受他们提供的信息。对于美加斯提尼斯

等人谈到的“睡在自己耳朵中”人类之事情，关于“没有嘴巴”、“没有鼻子”人类之情况，关于“独目

人”、“具有很长双腿”、“手指向后生长”人类的信息，斯特拉波表示，他们在这方面“尤其不值得信

赖”。⑤ 不仅对所倚重人物提供的信息保持着谨慎态度和批判精神，即便对亲身经历之事，斯特拉

波也保有怀疑精神。他曾到孟诺尼乌姆参观，并且听到了传言的“矗立在宝座和地基上的雕像剩

余部分”发出的声响。不过，他表示:“它是来自于底座，还是来自于雕像，或者是否为站在雕像周

围和附近的人故意制造的声响，我无法断定。因为事情的缘由不能确定，我无法相信是这样固定的

石头发出了声响。”⑥

尽管斯特拉波过度为荷马的学识辩护，背离了他的“历史希望获得真实”的思想，也有违“严肃

求真”的精神，但我们不能苛求，这也是其他古典作家常常存在的局限性。就整体而言，斯特拉波

实地考察所得的内容，同时代人报道的信息，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斯特拉波的批判精神，共同铸就

( 下转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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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征引: Strabo，Geography，3． 3． 3; 7． 3． 6; 7． 7． 2; 8． 3． 17; 8． 6． 13，15，22; 10． 1． 3，8; 15． 1．
22 － 23; 17． 1． 5。对柏拉图作品的征引: Strabo，Geography，7． 3． 8; 9． 1． 24; 10． 3． 18; 10． 4． 9; 15． 1． 59; 16． 2． 38;

17． 1． 4，29。对埃斯库罗斯作品的征引: Strabo，Geography，4． 1． 7; 5． 2． 4; 6． 1． 6; 7． 3． 6 － 7; 8． 3． 8; 8． 7． 5; 9．
1． 9; 10． 1． 9; 12． 8． 21; 15． 3． 2。对攸里庇底斯作品的征引: Strabo，Geography，4． 1． 7; 5． 2． 4; 8． 3． 31; 8． 5． 6;

8． 6． 9，19，21; 10． 3． 13，20; 15． 1． 7。对索福克勒斯作品的征引: Strabo，Geography，6． 2． 4; 7． 3． 1; 8． 3． 31; 8．
5． 3; 8． 6． 7; 9． 1． 6，22; 9． 5． 8; 10． 3． 14，22; 14． 5． 16; 15． 1． 7．
Strabo，Geography，15． 3． 7 － 8．
Strabo，Geography，17． 1． 46．
Strabo，Geography，15． 1． 2 － 5．
Strabo，Geography，2． 1． 9．
Strabo，Geography，17． 1． 46．



On Su Xun’s“Shilun”of JIAYOUJI

Chang Zhengjiang

［Abstract］ Su Xun’s“Shilun”was a characteristic one in historical reviews of Song，for it
revea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Classics，namely their styles are independent，while they
are useful for each other，and the thoughts of passing judgment on history，which was set up by
Confucius． Besides that，it reflected the historical thoughts of writer by reviewing on the first four official
historie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ics and history，Su Xun emphasized that they had same social
function，while their systems of writings were different but depended on each other． Historiography of
passing judgment on history came from the CHUNQIU，namely it was inherited from Confucius，it
stressed on subjectivity of historians，asking historians to make judgement on people and events by
Confucianism，which focused on their moral attributes generally． He put forward some principles，for
instance，historical writings should write in an obscure style but with obvious meaning，and they should
be“rigorous but tolerant”，“concise but clear”，“euphemistical but severe”． These principles
externalized the tradition of Confucius． Though his comments on the compiling，choosing of people who
were dealt with，and chronology of first four official history had some mistakes，it was still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article in Song Dynasty．

［Key words］Suxun JIAYOUJI historical revie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ics and history
history of passing judgment on people and events by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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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地理学经典巨著。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斯特拉波在《地理学》中既呈现了

大量的历史信息，也践行着与历史学相通的求真方法。他撰述《地理学》，广泛搜集史料，重视利用

实地考察所获内容和同时代人报道的信息，批判地吸纳前人成果。这对于我们认识西方古代史学

家选取和处理史料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杨共乐教授的指导，特表感谢! )

A Method of Sources Criticism of Strabo's Geography

Wu Xiaoyang

［Abstract］Strabo’s Geography covered Inhabited World known by him． Historical sources of his
work included historical sources obtained through field trips and provided by contemporary people，as
well as predecessors’research results． Strabo advanced a characteristic method of sources criticism．

［Key words］Strabo Geography historical sources a method of criticism

( 责任编辑 易宁 刘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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