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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俄中交往始于明末 年的俄国佩特林使团访华�而非
世纪中叶的清初。本文在苏方研究和俄语、汉语、英语原始资料的基础
上�考察、俄国人开辟俄华通道出使中国的背景�俄蒙通道的开辟和俄蒙
关系的建立 考证使团的人数、路线、行期 评说 《中国、蒙古见闻记 》的内
容、特色和价值 分析佩特林之后俄中交往暂辍的原因 研讨佩特林访华

的余波和影响�包括 年维尔申宁访华�对英中开始交往的推进�明皇
国书的下落�所谓先于佩特林的访华俄使传说�以及有关的问题。

〔关键词」佩特林使团 俄中交往 俄蒙关系 暂辍的原因 《见闻
记 》英中接触

俄中两国的交往和关系始于 世纪初的明朝后期�而非始于 世纪中叶的清朝初

年。苏 俄 方已有初步的研究�但尚不深人全面。中方则基本空白。在俄中两国已结成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当今�余爱撰此文�聊补圈如�庶几继往开来。

一、开辟俄华通道出使中国的背景
早在 一 世纪蒙古人侵征服时期�同为成吉思汗子孙建立的统治罗斯的蒙古钦

察汗 金帐汗 与统治中国的蒙元王朝便偶尔有一点来往�罗斯战俘、平民也有被掳到蒙

① 本文受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 哲学社会科学 项 目— 高水平学术

团队建设项 目资助�项目批准号 。



古地区的。如至顺三年 “正月�诸王章吉献斡罗思百七十人。……七月甲申�燕帖
木儿献斡罗思二千五百人 ”①。元朝还曾把罗斯战俘编成军队。至顺元年 �“置宣
忠息卫亲军都万户府 秩正三品 �总斡罗思军士�隶枢密院�……营于大都北 ”②。这年
还 “命收聚讫一万斡罗思�给地一百顷�立宣忠息卫亲军万户府屯田�依宗仁卫例 ”③。不
过俄罗斯族一东斯拉夫人与中国中原汉族、南方汉族和各民族并无往来�基本上也互不
知晓对方。 年�在中国汉族建立的明朝推翻了蒙古族建立的元朝。 。年�俄罗斯
摆脱了已突厥化的蒙古人的统治④。 世纪起�从中亚商人和西欧地理学家那里始有关
于中国的某些片断消息传到俄罗斯。 世纪时俄国旅行家尼基丁 � 一

的《三海行纪 》即里海、阿拉伯海、黑海 也零星地介绍了听说到的关于中国的情

况⑤。随着 《马可 ·波罗游记 》在欧洲的流传�欧洲对文明、富裕、强盛、发达的东方大国
中国便非常向往�俄国也不例外。 世纪起�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东边的集市商业区便叫
做中国城 认一 川 �并一直沿用至今⑥。 世纪末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到 世纪

年代�西欧航海家已拓展了欧亚新航路�并直接驶达中国。他们传回欧洲的关于中国
的消息更令俄国人心仪。 年�俄国学者格拉西莫夫结合俄国的地理情况�首先提出
了开辟东北新航路的设想 即从欧俄北部沿海岸东航�驶过冰海 北冰洋 �经阿尼安海峡
即猜测中的白令海峡 进人太平洋�航达中国、东方⑦。格氏还绘制了表明自己设想的
俄国北部简略地图⑧。由于东北航路既不受西班牙、葡萄牙控制�又最近捷�这一设想便
受到普遍重视�激起俄国、英国、荷兰的航海家去寻找和探索。 年�曾任奥地利驻俄
公使的格尔贝尔希登绘制出版了莫斯科公国地图。图上反映的东北新航路设想有了变
化�即从欧俄北部驶过冰海到达鄂毕湾�溯鄂毕河一直而上便可到达河源中国湖�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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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史 》卷三六《文宗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元史 》卷三四《文宗本纪 》。
③ 《元史 》卷一 《屯田》。
④ 俄罗斯本叫罗斯�它们的名词、形容词分别为 �。� �益�词根分别为 � 。因

一 世纪的统治者蒙古人不习惯发前舌颤音 �便在词首多读 了一个元音 。于是�罗斯便因
蒙古人讹变成 了俄罗斯。

⑤ 参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 》第三卷下册�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年�第
页。
⑥ 参罗果夫 《莫斯科》�北京 时代出版社� 。年�第 一 页、第 页。
⑦ 见贝尔格 《俄罗斯地理发现史》几 及 《 益》�莫斯科�

年�第 一 页。
⑧ 见别洛夫 北方航路 的发现与开拓史 》 反月 只 。� � 。。

邵 》�第一卷�莫斯科� 年�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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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汗八里城 即北京 便在湖以东不远①。 年�立陶宛学者维德绘制出版了一幅比
较详细的全俄地图�图中描绘的去中国的通道与格尔贝尔希登地图所描绘的一样②。格
尔贝尔希登的观点在欧洲流行了许多年。这样�欧洲人便把从俄国通往中国的陆路设想
得比实际情况短了许多。

随着 一 世纪俄国人在北亚、北冰洋的探险、航海、地理发现和扩张�西西伯利亚
的绝大部分在 世纪初已并入俄国。到 年�俄国人已推进到东京 度左右的叶

尼塞河干流地区。其中�建于 年的库兹涅茨克在鄂毕河上游支流托木河河畔�向南
位处北纬 度半 建于 年的叶尼塞斯克在叶尼塞河上游最偏东的中上游地区�向
东位处东经 度半③�这样�西北方的俄国与东南方的蒙古、中国便日益接近起来。

于是�俄国的新土地发现者们 ’ 叭 动开始探察西西伯利亚以南和东南的

地域�试图开辟通往蒙古和中国的陆上道路。 年�遵照沙皇瓦西里 ·叔伊斯基的谕
旨�派出了以别洛戈洛夫为首的托木斯克 年建于鄂毕河上游支流托木河河畔�约
北纬 度半 的哥萨克去寻找西蒙古的阿勒坦汗 汗国 ④。这是俄国人在探寻去中国
的海陆道路的大背景下迈出的具体而实际的一步。后来由于西蒙古各部间的混战�俄使
者一探险者没有到达阿勒坦汗所辖的地区。不过哥萨克们仍带回了从吉尔吉斯人那里
获悉的有关中国的某些消息⑤。吉尔吉斯人 即 当时在鄂毕河上游及逸东、叶尼
塞河上游及逸西、阿尔泰山山脉以北的地区游牧⑥。

俄中得以接触、道路得以开通还有俄英商业竞争和外交争锋的小背景。英国早在
年便派航海家威洛比 在这次探险中遇难 、钱瑟勒等绕过北欧驶过了巴伦支海和

白海�开辟了英俄新航路。英国人并继续向东探航欲驶达中国。到 世纪初�英国通过

① 中国湖 益一 指猜测传闻中的贝加尔湖。实际上贝加尔湖不是鄂毕河的河源�
且在河源以东很远。参别洛夫《北方航路的发现与开拓史》第 页所载格尔贝尔希登原图�第
一 页。汗八里城 刀 北京 源 自马可 ·波罗的叫法。

② 见别洛夫 《北方航路的发现与开拓史》第一卷�第 一 页。 年伊凡雷帝加冕称沙

皇�从此习惯上就称这个国家为沙皇俄国。
③ 参苏联科学院 《世界通史 》第四卷下册�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年�第
页地 图。
④ 见沙斯京娜 七世纪 的俄 蒙通使 关 系 》 � 一 ”
习‘ � � 现 》�莫斯科� 年�第 页。
⑤ 参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苏联部长会议直属档案总局、中央国家古代文

书档案馆合编 《 七世纪的俄 中关系、资料与文件 及 � � 及 二

� 及 只� 月 严 卫 卯 �
玖 二 益’ 及 。益 八 一 八 山 只 姐

· 朋二。 及 � 一 》�莫斯科� 年�第一卷。前言�第 页。
⑥ 世纪后期至 世纪伊始大部分吉尔吉斯人西迁。其主体今 日在独联体吉尔吉斯共和

国�一部分在独联体哈萨克共和国�小部分在中国新疆�称柯尔克孜人。



外交活动试图得到俄国政府的准许�也想组织陆上探险队到鄂毕河上游探察�并经过西
西伯利亚与东方的波斯、印度、中国通商贸易。在莫斯科和伦敦�有关人士越来越频繁地
商讨通过俄国的新领地探寻去中国的陆路问题①。 一 年�英国多次与俄国交
涉�进行外交努力。英国的莫斯科公司试图获得许可组织探险队�经西西伯利亚去中
国②。特别是英国使节梅里克因斡旋俄国一瑞典 年烤和有功�便要求俄国允许英
商取道伏尔加河前往波斯�并寻找一条由鄂毕河通往印度、中国的道路③。俄国政府婉
言谢绝了这些不符合俄国东方商业利益和外交权益的要求�并加快了探险来华的步伐。
所以组织这种探险与远行还与国际商业竞争、英国对俄国的触动和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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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蒙通道的开辟和俄蒙关系的建立
年�俄国西西伯利亚重镇托博尔斯克 年建于额尔齐斯河与其支流托博尔

河汇合处 的军政长官派出托 ·彼得罗夫使团到西蒙古卡尔梅克部去�派瓦 ·丘缅涅茨
使团到西蒙古阿勒坦汗部去④。卡尔梅克人系蒙古人的一支�俄语、英语分别称
二 � 。从英语又译成喀尔木克�中国史籍称土尔息特部⑤。阿勒坦汗俄语

称 二 一 玖 一 �其蒙语的意思为 “黄金汗 ”�系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
汗部中左翼浑台吉 汗王 硕垒乌巴什⑥。这两个使团一探险队均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
阿勒坦汗表示允许俄国使团过境到中国去⑦。

据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就遣使赴卡尔梅克给外务衙门的报告和托 ·彼得罗夫的请
赏申请�卡尔梅克对阿勒坦汗、对明朝皇帝都有朝贡关系。报告还说阿勒坦汗的人和明
帝的人都邀请俄人前去访问�但托 ·彼得罗夫等人因没有谕旨不敢擅 自前往⑧。托 ·彼
得罗夫也邀在卡尔梅克的中国使臣和阿勒坦使臣访俄�他们也因没有奉诏不敢擅 自前
往⑨。托 ·彼得罗夫一行从卡尔梅克返回时�卡尔梅克方面也遣使一同前往托博尔斯克

① 参前揭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第一卷�前言�第 页。
② 参前揭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前言�第 一 页。
③ 见 英 〕巴德利 俄 国、蒙古、中国 》 。� 。� 人 。�

衣 � �第二卷�伦敦� 一 年�第 页。
④ 参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第一卷�前言�第 页。
⑤ 蒙古卡尔梅克人原在蒙古高原西北部� 世纪二三十年代西迁。今 日主要分布在伏尔加

河下游东岸、里海西北岸、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内。
⑥ 参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注释�第 页 仁英 巴德利 《俄国、蒙古、中国》

所附封袋中的表三�“喀尔喀部 ”。
⑦ 见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前言�第 页。

见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第一卷�第 号文件�第 页。
见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第 号文件�第 页。

⑨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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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聘①。瓦 ·丘缅涅茨使团从阿勒坦汗汗国返回时�阿勒坦汗也派人随同前往莫斯科回
访②。阿勒坦汗部当时在克姆齐克河、乌布苏湖一带游牧。俄国学者罗杰维奇 年

画出了瓦 ·丘缅涅茨从克姆齐克河到乌布苏湖的行进路线�即先南向后东向③。
我们知道�明后期在我国北方西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已大致分为三大部�即漠南蒙古

内蒙古 、漠北喀尔喀蒙古 外蒙古 、漠西瓦刺蒙古 厄鲁特蒙古 。漠南蒙古内部初分
东西二部�不久进一步分裂。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札萨克图、土谢图、车臣三部。瓦刺
厄鲁特 蒙古内部又分为绰罗斯 准噶尔 、杜尔伯特、土尔雇特、和硕特四部。俄人所称
的卡尔梅克 喀尔木克 便指土尔肩特�阿勒坦汗便指札萨克图汗。我们查明�乌布苏湖
蒙语称乌布苏淖尔�俄文和新蒙文 蒙古国用斯拉夫字母书写的蒙文 均作 一 �
它在今蒙古国西北部边境�为俄蒙界湖�离叶尼塞河南河源只有几十公里④。所 以
托 ·彼得罗夫使团一探险队当时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往东南方向�到达了今新疆北部和
新疆西北方的哈萨克丘陵东部。瓦 ·丘缅涅茨使团一探险队当是从托木斯克出发�先南
下后东行�走他后来的答询词中所说的路线�到达了叶尼塞河河源地和乌布苏湖。前苏
联史家画出的瓦 ·丘缅涅茨探险路线图比较粗略�是东南向的⑤。这两个使团一探险队
就这样打通了鄂毕河上游与叶尼塞河上游的联系�进人了蒙古高原西北部的萨彦岭地
区�并从此建立了俄罗斯与蒙古的直接的经常的稳定的联系。这样俄国人就有了现实的
可能性经西西伯利亚、蒙古西北部来到中国 本土 。此前俄国人在向东推进时�也接触
过征服过并已统治了一些鞋靶人�但他们实际上是一些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和部族�
并非蒙古人。而举世周知�操蒙古语族语言的蒙古族在中国的西北方和北方�蒙古族与
汉族有不解之缘�穿过蒙古地区便可到达中国汉族地区。这样�开辟去中国的北亚陆上
通道�实现俄中直接交往便快要梦想成真了。

三、俄中交往的开始与暂辍
据 年春托木斯克军政长官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的信�最初拟派军役贵族特

鲁勃恰尼诺夫带队出使中国。随行人员共 人�其中包括军役贵族伊凡 ·佩特林�由他

① 见 英 巴德利 《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 一 页 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第
一卷�第 号文件�第 一 页。

② 见前揭沙斯京娜 《十七世纪的俄蒙通使关系》�第 一 页。
③ 见仁英〕巴德利 《俄国、蒙古、中国》�封袋中的第 号地图。
④ 参苏联 内务部测量和制 图总局编绘 《苏联地 图集 》 ’ 肚 �
二 中 及 二。 �莫斯科� 年�第 页。
⑤ 见苏联科学院 《世界通史》第四卷上册�第 页大她 图。



负责翻译、书写①。从历史背景和后来访华的实践来看�佩特林应是俄蒙语通译而非俄
汉语通译。但后来特鲁勃恰尼诺夫没有来华�他在 年时已任新叶尼塞斯克军政长

官�后来又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军政长官②。这可能是因为 年佩特林另有公干奉

派出远差�特鲁勃恰尼诺夫离了这个通译便不能成行。 年佩特林被委任为使团团

长③。从欲将出使中国而未成行的特鲁勃恰尼诺夫使团一共准备了 人�而出使阿勒
坦汗国的瓦 ·丘缅涅茨使团有 人来看④�再考虑到当时的探险活动和外交实践�佩特
林使团可能也有 人左右。 年沙皇致阿勒坦汗的信中提到�阿勒坦汗命令毕克力
图喇嘛、达尔罕喇嘛率随行人员护送俄国使节平安到达中国�又伴他们返回阿勒坦汗国�
紧接着又派达尔罕喇嘛率 名随行人员随同佩特林使团回访俄国⑤。这样看来�到达
明朝首都北京的俄国佩特林使团大概一共有 人。其中俄国人员和蒙古札萨克图部陪
伴人员可能各 人左右。

年 月�以伊凡 ·佩特林 为正使�安德烈 ·马多夫 及 益

朋 为副使�随员有皮亚图卡 ·基热洛夫 二 ’ 等的俄国使团一考察队

组成⑥。使团于尼古拉祭 日 月 日 从托木斯克动身�同年 月到达北京。佩特林的
《见闻记 》所说的远行路线和行程日期是 由托木斯克骑行十日 莫斯科文本为 日 到

达吉尔吉斯地区 由此骑行六日到达阿巴坎河 由此骑行九日到达克姆齐克河 由此骑行

三日到达一个大湖 即乌布苏湖 沿从东方注人该湖的特斯河走 天�到达该河上游�
遇到了阿勒坦汗⑦。以后他们便继续在蒙古地区旅行考察�经过了许多诸侯王公的领地
兀鲁斯和个别称汗的汗国。在蒙古地区他们最后经过板升 认以 、腊宾 几 两

座城。板升即明代之归化⑧�今日之呼和浩特。腊宾城已难以考出今为何城了。只知下
一站是正东的张家口�故腊宾城应在呼和浩特以东�张家口以西。从进人阿勒坦汗国起
佩特林一行又走了 多天�才进人明朝辖境。

俄国人在明朝境内先后经过的城市分别为希罗卡尔加 、施罗 、
亚尔 只 、泰塔 益 、白城 反二认 仄�据考证它们分别是张家口、宣化、怀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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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英 巴德利 《俄国、蒙古、中国》第一卷�第 页 苏联科学院等编 《资料与
文件》第一卷�第 号文件�第 页。

② 见苏联科学院等《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 号文件、第 页�人名索引、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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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见 英 巴德利 《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 页�第 页。



俄使佩特林首访明代中国初探 巧

口、昌平①�最后便到了他们所称的大中国城 玩二 益 益 益 及— 北京。从
地理位置上看�张家口在呼和浩特以东�以后的各城市连线呈东南向�可知这条路线是可
信的。

据 年 月佩特林在伏尔加河索尔多格镇的答询�他们一行在圣西门祭日
年 月 日 到达大中国城�被明朝官员安置在宏大的国宾馆里 可能是会同馆南馆某

所 。他们在北京住了四天�然后踏上归程。在波克罗夫圣母祭 日 年 月 日

过后第十天他们离开了明朝辖境�于次年三圣祭 日 年 月 日 回到托木斯克②。
佩特林在喀山的答询说他们是原路返回的③。俄国使节还带回了一封万历皇帝致俄国
沙皇的国书。书日 “尔等既为通商而来�则通商可也。归后仍可再来。在此世上�尔为
大国君主�联亦为大国皇帝也……因路途遥远�且语言不通�联不便遣使回访贵大君主�
现谨向贵大君主致意。”④就这样�在 世纪 年代末�俄国第一个使团访问了中国�到
达了北京城�沙皇俄国与大明帝国开始了来往。是为俄中两国外交的开端。西方学者
说 “ 年俄国人经陆路从中国得到了第一批茶叶。”⑤我想这应是由佩特林使团买回
的。所以它也是俄中两国直接通商的开端。

年佩特林使华后�直到清初的 年才又有巴伊科夫使团来到北京。间隔这
么久�原因何在 第一�佩特林带回的明皇国书由于语言不通�无人能看�直到 年才

被译出。此后中文原本便亡佚了⑥。明朝欢迎俄方来华交往和贸易的旨意当时没能通
达。第二�明廷基于传统观念�把俄国赴华的第一个使团当作给天朝大国进贡输诚、希求
册封的夷蛮。哥萨克们由于没携带任何贡品便未能渴见当朝的万历皇帝 一

年在位 �佩特林的《见闻记 》便比较强调这点⑦。双方都没有充分利用这次发展关系的
机会。第三�俄国当时遭到波洛特尼科夫起义的打击和波兰、瑞典武装干涉的破坏�没有
足够的力量、物资与资金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和贸易。 年俄国、瑞典才缔和�
年俄国、波兰才停战。俄国那时急于收复被波兰、瑞典割占的土地。 年停战期满俄

波重新开战�争夺斯摩棱斯克。同时俄国热衷于向东扩张、探察、发现、合并中西伯利亚

① 见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注释�第 页。
② 见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第 号文件�第 页。
③ 见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第 号文件�第 页。
④ 苏联 尼 ·班 ·卡缅斯基编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一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年�第 一 页。
⑤ 参里奇和威尔逊编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 卷�《 一 世纪对外扩张的欧洲经济 》
� 。 � � 。 夕

�剑桥� 年�第 页。
⑥ 见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注释�第 页。按�苏方说是斯帕法里 年

请人译出的。据中方材料可能是他 年访华返回时译出的。
⑦ 见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第 号文件�第 页。



高原�没有较多的余暇与中国交往。第四�万历晚年�明朝已急剧衰落。女真族一满族已
重新崛起于东北�于 年建立后金�构成有明一代最严重的边患。 年后金改称

大 清�明朝已面临遭覆灭的严重威胁。 年明末农民大起义又在陕西爆发。所以
晚明的万历帝与明初的永乐帝已迥然不同�他既无多大心愿�也无太多的钱财去招徕、施
恩、荫庇、教化殊域绝境的异国他邦了。第五�当时俄国出使的目的仅是探明、了解中国
的情况�还不想立即建立正式的、直接的、稳定的外交关系和商贸关系。因为俄中两国相
距遥远、尚不接壤、通商不便�俄国还难以从中国得到什么好处。俄国还提防着中国染指
西伯利亚一北亚。这些考虑在沙皇米 ·罗 ·费奥多罗维奇 一 年在位 年

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的诏书中已表露得比较具体和详细①。佩特林甚至没有携带和
递交国书②�也没主动殷切邀请明使回访。沙皇事先也指示�“不要用使团的名义�也不
要说是我方派遣的 ”③。所以俄方的诚意与热情也不够。当然�这并不影响佩特林一行
的使团身份。因为他们是由官方派遣的�目的是探路和了解中国�并带回了明帝的国书�
建立了俄中初步的外交联系。第六�从中方来说�明朝是有自大自负�自恃优越�傲视天
下的一面 但就俄方来说�俄国政府和佩特林也不识礼仪�没有带点或沿途买点礼品送给
明帝。以致接待俄使的明朝官员一再说明�没有送礼便不能礼尚往来�回赠礼物�遣使
回访④。

据佩特林在喀山的答询和其他一些原始文献记载�他们在明朝境内沿途都受到热烈
欢迎和隆重接待�中方免费向他们提供食宿车马。到北京后中方让他们住进国宾馆�免
费供应他们丰盛的饮食�并派有关官员率大队随从到宾馆看望俄国使团⑤。这些情况说
明中国自来就是热情好客大方的礼仪之邦。与此相比�他们不带点礼物送给明廷便显得
太小气吝音了。

有的前苏联史家认为�明使没有回访�俄中外交联系暂辍是因为明朝困于内政问题�
便婉言谢绝了与俄国建立正式稳定的外交关系�而仅仅是提议相互通商⑥。这种看法是
片面的�因为如前所述�俄国当时也抱谨慎、打探、观望、迟疑的态度。其实万历帝的国书
已申明 “如再来�或大君主派人前来�应携带大君主之国书�届时联亦将以国书作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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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使佩特林首访明代中国初探 巧

等如携有国书前来�联即命以上宾待之。”①所以俄中交往的暂辍既囿于当时的客观条
件�又有双方的主观因素。

四、《中国、蒙古见闻记 》
沙皇米哈伊尔 ·费奥多罗维奇政府给使团的使命是探明明朝、蒙古和相邻国家的情

况②。佩特林、马多夫等不负使命。他们沿途较仔细地观察、了解、打听到明朝、蒙古及
其邻国各方面的情况�带回了一封明帝的国书�一幅中国地图。各种原始文献没说明那
幅地图是他们绘制的�或是请人绘制的�还是在华购买、换得的。鉴于他们在北京城才住
了四天�在中国明朝境内连赶路才逗留了两三个月 从北京至出明境花了一个月零几天�
故来时也可能在明境内花了一个月左右 �所以自绘的可能性很大。有苏联学者认为是
佩特林 自绘的③。不过此图早已亡佚�不知其貌了。

佩特林回国后还写了一册 《中国、蒙古见闻记 》《 ” 益 仄

二 》。《见闻记 》有两个原始版本�一个是他于 年 一 月在托博尔

斯克写成 另一个是他于 年 一 月在莫斯科写成。两个版本的内容仅有少许的
差异。《见闻记 》译成汉文大概有七千来字�如果再加上他在索尔多格镇的说明和在喀山
的答询�译成汉文则共有一万多字。《见闻记 》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他们沿途所见所闻的蒙
古、明朝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蒙古、明朝中
国各占 和 的篇幅。其中还夹杂少许打听到的有关蒙、中邻国、邻族的情况。这
是俄国人首次在实地考察身临其境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报道�它反映了俄国人对明代中国
的印象和感受�还多少佐证甚至弥补了中国文献对一些事物、情况的记载。下面试看和
剖析几例。

《见闻记 》说�蒙古境内的第二座城是腊宾城�由一个名叫曼奇可敦的女王公和她的
王子昂清台吉管辖。女王公统管蒙古境内的一切事务。凡要进人中国明朝境内者�都要
携带由她盖印签发的通关文碟�由明朝官员检验审核�否则不能过境进人中国明朝④。
这个记载披露了明蒙之间已有完善周密的过境通行制度�类似于近代的办理护照签证�
从而弥补了中国史籍中的疏漏。佩特林在伏尔加河左岸的索尔多格镇答询时还说�明朝
只允许少数蒙古人携带货物马匹进人长城互市⑤。前苏联史家认为这位曼奇可敦女王

①
页。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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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便是明史上的三娘子�万历帝封她为 “忠顺夫人 ”①。但佩特林访华时内蒙古土默特部
首领俺答汗汗后三娘子一忠顺夫人已去世六年 年 。可能是余威和影响犹存�所
以佩特林仍说该部蒙古还在女王公及其王子的共同治理下。《见闻记 》说�蒙古国内有喇
嘛庙�庙里有大喇叭吹奏�喇叭长达一俄丈半。蒙古人有呼图克图 按�即大活佛 �相当
于俄国的大主教 蒙古人的喇嘛相当于俄国的修道士②。这些比喻是恰当的�观察也是
准确的。 世纪初蒙区已流行藏传佛教— 喇嘛教�喇嘛教的常用法器之一法号—
喇叭有的便有那么长 一俄丈 二 等于 米 。《见闻记 》还描写了蒙古地区的农
业�说蒙古国出产各种粮食�有黍、小麦、黑麦、燕麦、大麦�以及不知名儿的其他各种谷
类�他们也有面包�很白 按�疑指馒头、窝头、烧饼、大饼之类 。蒙古国也有各种瓜果蔬
菜 如苹果、香瓜、西瓜、樱桃、柠檬等水果�有南瓜、黄瓜、葱、蒜等各种蔬菜。他们有用各
种粮食酿成的酒�但无啤酒花。蒙古人耕地用铁犁和木犁�耙较为窄而长③。俄国旅行
家的记载反映出蒙古族在汉族的影响下�已从游牧发展到半游牧半农耕的变化�蒙古南
部靠近中原的地区更是如此。这些文字丰富了我们对明末蒙古族经济生活的认识。有
的前苏联学者认为�佩特林报道的蒙古地区出产的那些水果有误�当是他把不认识的当
地水果野果当成了苹果、香瓜、西瓜、樱桃、柠檬等④。其实当时内蒙、外蒙、新疆都在蒙
古人的治下�新疆和他经过的内蒙�其气候、植被、土壤、降水等也适合生长种植那些
水果。

《见闻记 》五分之三的篇幅是记述中国明朝的。它说他们经过克里姆林城墙 按�即
长城 进人中国。中国人告诉他们�建那道从海边延伸到布哈拉的长城⑤�是因为这里有
两个国�即中国和蒙古国。两国之间以长城为界。墙上筑了很多城楼�是为了一旦敌人
逼临边境�明军便在城楼上燃起烽火�使人们在城楼上和城墙上各就各位准备防守⑥。
明代长城宏伟壮丽�至今犹存�读来倍感亲切。《马可 ·波罗游记 》因没提长城�便成为怀
疑派的疑点之一。其实元代并无完整的有气势的前代长城。《见闻记 》描绘道�中国的亚
尔城 怀来城 是用石头筑的�宏伟高大。在每个城楼和城门上面�与前面几个城一样�有
大炮、小型火器和卫兵。他们使用石头炮弹�炮弹比人头大一些。城门又宽又高�门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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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前苏联学者认为这里说的布哈拉系指东土耳其斯坦�即是说指新
疆。巴德利指出东土耳其斯坦曾被称为小布哈拉。参见《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注释�第 页 巴

勒克拉夫主编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年�第 页地

图 《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 页。
⑥ 见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第 号文件�第 页。



俄使佩特林首访明代中国初探 巧

是包铁的�门上密布乳钉①。关于乳钉的记载足证作者观察力强�一眼就看出了一个最
具中国特色的物件。但关于当时中国人还使用石头炮弹的说法�当是他没登上城楼城墙
走到跟前看看摸摸所致。因为明代后期已普遍使用球状铁质爆炸炮弹�并大力引进西欧
火器术。也可能是他把擂石当成了石头炮弹。《见闻记 》对北京城的描述更加翔实写真。
它讲大明皇帝居住的大中国城 北京 非常之大�是座石城�呈四方形。绕城一周需行四
日。每个城角和每面城墙中部都有高大的城楼�城楼有镂花檐板�漆着各种颜色。城楼
上和城门上都有大炮和炮弹�每处有二十来名士兵守卫②。佩特林还专门报道了紫禁
城— 皇城�说大中国城里有一座磁铁城�大明皇帝就住在里面。从大中国城城墙到磁
铁城都是石板路�要走半天。路旁都是店铺�店铺前面有木栅栏�漆着各种颜色 按�今日
北京前门处还有一条大栅栏大街 。磁铁城装饰着各种珍贵的饰物�极其精致。皇宫位
于磁铁城中心�大殿顶部金碧辉煌③。在欧洲的白人旅行家中�似乎佩特林第一个密切
注意和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建筑艺术成就和工匠的娴熟技巧�前苏联史家对此也有同
感④。关于北京城的地理环境�《见闻记 》讲大中国城建于平原�四面环河�名叫御河�它
流人红海 指渤海湾 ⑤。从大中国城到海边有七天行程⑥。凡了解北京的人�读了《见闻
记 》都会感到佩特林对北京报道得多么准确。

佩特林很留心中国的金融货币情况。他说 “他们把白银铸成银锭�有的一锭值五十
卢布�有的值五卢布�有的值三卢布�有的值两卢布�也有的值一个格里夫纳 按�即

�相当于十戈比 。我们叫‘卢布 ’�他们叫‘两 ’。”⑦“买卖的时候�就从银锭上切下
一块银子以代替银币。买多少钱的货物�就切多少银子。”⑧我们知道�明中叶正统以降�
中国金融货币体系逐渐过渡到银本位制�白银成为法定的秤量货币。用银以银锭计重使
用�分为两、钱、分、厘、毫等。 “两 ”为本位货币。佩特林的记述提供了一个较重要的信
息�即当时一两纹银大致等于一个银卢布。佩特林还记录了不少风土人情方面的情况。
他说有的城市的水井以青石块砌成�井圈四周包着青铜�井 口上盖有井盖⑨。《见闻记 》
描述的这种老井老年人也许还记忆犹新。

① 见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第 号文件�第 页。
② 见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第 号文件�第 页。
③ 见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第 号文件�第 页。
④ 参谢别尼科夫 《十七世纪的俄中关系》�第 页。
⑤ 巴德利认为�俄国档案文献中的黑海之 “黑 ” 助 当是 “红 ” 动 之误。兹从巴

说。见《俄国、蒙古、中国分第二卷�第 页。
⑥ 见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第 号文件�第 页。
⑦ 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第 号文件�第 页。
⑧ 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第 号文件�第 页。
⑨ 见 英」巴德利 《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 页 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

第 号文件�第 页。





俄使佩特林首访明代中国初探

觅。可能已与上封国书的底稿一起�毁于或佚于明末的农民大起义和满清人关的战乱
中。西宁的地方官还向维尔申宁表示�如果沙皇遣使渴见明帝�中国人会很礼貌地把使
臣从边境城市护送至京�会热情恭敬地接待俄使①。维尔申宁大概把中国皇帝送给俄国
沙皇的礼物转送给了蒙古汗王。他们的商队于 年四五月间离开西宁。俄国人带着
国书于 年 月回到托木斯克②。

年访问过中国 清朝 的俄国外交官、翻译官斯帕法里 中 动这年在

托博尔斯克请人把这封国书和上封国书译成了俄文。此后它们的中文原本便亡佚了③。
但斯帕法里在日期问题上判定新国书 “写于 年前 ”④�即 年 清顺治六年 。此后
俄国、西方和中国的学者便一直认为它是 年由清朝顺治皇帝发出的致沙皇的国书�
包括英儒马德利和华儒张星娘先生⑤。到了 世纪 年代和 年代初�才先后有俄国
和前苏联史家研究考证出�那种看法与国书本身的内容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不合�予以了
否定⑥。又到了 年代末�前苏联史家在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出版专题档案汇编时�才
发现和证实�它系 一 年间由维尔申宁带回的明思宗崇祯皇帝致沙皇的国书⑦。
中国最近也有学者注意到此事。马祖毅先生提到�康熙十五年 �俄使斯帕法里出
访中国到了北京 按�斯帕法里在京逗留了三个多月�从五月下旬呆到九月中旬�然后回
国⑧ 。他不懂东方语言�康熙帝乃命法国耶稣会士南怀仁做翻译。南怀仁做了大量翻
译工作�其中包括把斯帕法里带来的过去明朝皇帝和清朝皇帝致沙皇的四封信分别由中
文和满文译成了拉丁文⑨。马先生这里没注史料出处�我曾就此给他写信询问但无回
音。这里所说的四封信中�我想应有明帝的两封中文信。一封当是由佩特林带回的万历
帝致沙皇的信�一封当是维尔申宁带回的崇祯帝致沙皇的信。另两封信中方资料表明分

① 参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第一卷�第 号文件�第 页。
② 参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注释�第 。一 页。
③ 参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注释�第 页。按�苏方说是斯帕法里 年

请人译出的。据中方材料可能是他 年访华返回时译出的。
④ 英 巴德利 《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 页。
⑤ 参张星娘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北平 。年�第二册第 页 谢别尼科夫 《十七世纪

的俄中关系》�第 页 英 巴德利 《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 页�第 页。
⑥ 见谢别尼科夫 《十七世纪的俄中关系》�第 一 页。
⑦ 见苏联科学院等 《资料与文件 》第一卷�第 号和 号文件�第 一 。页 注释�第
一 页。
⑧ 康熙还于十五年五月和六月两次殿前接见斯帕法里一行。见中国第一档案馆整理 《康熙

起居注 》第一册�北京 中华书局� 年�五月十五 日丙申�六月十二日癸亥。
⑨ 参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 》增订版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 出版公司� 年�第 一

百 。



别是顺治十二年顺治帝致沙皇的满文信和康熙九年康熙帝致沙皇的满文信①。至于俄
方材料说那两封明皇的国书是斯帕法里在托博尔斯克请人译出的�我想是他在那里再请
人把它们从拉丁文译成俄文。

维尔申宁使明的意义小于佩特林许多�表现在较晚�系第二次 不是直接由俄方所

派�而是由蒙古中介和转派�他自己灵活行动 只盘桓于边境城市�没有到达京师 可能与

农民大起义和满清经常南侵道路已不通畅有关 没有写出见闻录、行纪、出使报告之类
的著作。不过这次双方却互赠了礼物。而且它毕竟是明代俄中两国仅有的两次交往、通
使中的一次�可视其为佩特林访华的余响�也有一定的意义。

由于佩特林使团是俄国通使中国的元老�类似中国通西域的张赛�地位很高 也由于

俄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头号最大邻国 世界上二号的大邻国则不好说�可以是中印�按
人口算 也可以是美加�按领土算 �举足轻重。因此人们颇想发掘有无更早的俄中两国
通使交往的历史。甚至有人想借此冒功邀利、沽名钓誉。因此 世纪以来�俄国文献中
便一再出现 年伊凡雷帝曾派哥萨克伊凡 ·彼得罗夫和亚雷切夫出访明朝的记载和
说法②。 世纪的俄国史家卡拉姆津在他主编的多卷本 《俄罗斯国历史 》中还全文发表
了伊凡 ·彼得罗夫通中国的行纪�并称他们为第一个访华的俄国使团③。张星煌先生根
据英文史籍也说 “西历 年 明穆宗隆庆元年 �始有哥萨克人彼得罗甫及雅里歇甫
由陆道至北京。适隆庆皇帝初登极�而二人皆未携带礼物�故未得瞻仰龙颜。”④张先生
的论据出自美国史家马士的 《中华帝 国的国际关系 》�该书便如是述之⑤。直到现代

年 以来�经俄国一苏联学者巴托尔德等人的填密考证�才知伊凡 ·彼得罗夫的行
纪是从佩特林的《见闻记 》中抄来的⑥。伊凡 ·彼得罗夫仅是瓦 ·丘缅涅茨出使阿勒坦
汗的同行者 亚雷切夫是由 世纪初的与使蒙和使明有点关系的两个人的名字合成

的⑦。故所谓 年俄国彼得罗夫使团出访明朝纯属子虚乌有。这桩学术公案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俄使佩特林首访中国的影响。

︽学暨南史︾七辑第

① 这两封满文信的汉译文分别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 》�第
一编上册�北京 中华书局� 年�第 号�第 号。

② 参 英 巴德利 《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 页。
③ 见卡 拉 姆 津 主 编 《俄 罗 斯 国 历 史 》 � 及详

�直 》�圣彼得堡� 年�第九卷�第 页 转见于谢别尼科夫 《十七世纪的俄 中关系》�
第 页。

④ 张星娘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二册第 页。
⑤ 见马士 《中华帝 国的国际关 系 》�凯利和沃 尔什股份有 限公 司 巴

。 人。 人 ‘ � � � 年�第一卷第
页�第 页。

⑥ 参「英 巴德利 《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 页�第 页。
⑦ 见谢别尼科夫 《十七世纪的俄中关系》�第 页。



俄使佩特林首访明代中国初探

俄中开始通使交往还在欧洲颇有影响。佩特林首次率俄国使团从北亚走陆路顺利
到达中国访华成功的消息�迅速由驻莫斯科的西欧人传到西欧。佩特林的 《见闻记 》于

年便被译成了英语�接着又被译成西欧各国语文和拉丁文①。于是中国的文明富庶
昌盛进一步为欧人知晓。很想开辟北冰洋新航路来华但未成功、希望打通北亚新陆路来
华又遭俄国婉拒的英国�只得加快了走西、葡传统航路来华的步伐。传统观点以为�
年 崇祯十年 英国武装商船四艘走好望角葡萄牙航路驶抵广州。英国人首次同中国人
通上了商�买卖了各自的货物。英中两国开始接触和交往②。其实�更早还在 年�
葡萄牙果阿总督就迫于形势�同意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伦敦号驶往中国澳门运货。
英国人在澳门时还冲破葡人的阻挠�与中国人做成了几笔交易③。可见�佩特林使明还
多少促使加速了英中两国开始交往。

综上所论� 世纪初的俄国佩特林使团出访明朝谱写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邻国俄

国和中国友好交往的序曲�开辟了俄中两国直接联系的陆上通道�颇有凿空之绩�具有较
为重大的意义。

作者简介 张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① 参 英 巴德利 《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 页。
② 见马士 《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一卷�第 页。
③ 见丹弗斯 《葡萄牙人在印度 》 。尸 。 �伦敦� 年�第

二卷�第 一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