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新译 《马可
·

波罗游记 》的一点质疑

郭 言 燮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年 月出版的 《马可
·

波罗游记》 陈开俊等合译
,

是建

国后此书的第一个汉译本
。

笔者在阅读时
,

发现此译本第一卷第五章有一个科学性的错

误
,

特提出质疑
,

以祈译者在此书再版时改正或加以注释说明
。

新译本第一卷第五章第一节写道
“
摩苏尔  是一个幅员广大的王国

,

聚

居着各种民族
。

一种是阿拉伯人
,

信仰穆罕默德 的 伊 斯

兰教
。

其它的人都信奉基督教
,

但不严守基督教教规
,

而且有不少地方还违犯教律
。

他

们是聂斯脱利教派 和雅各教派人
。

还有亚美尼亚 人
。

这

些民族在当地都有一位总主教
,

称为雅各利特 全
,

所有大主教
、

主教 和 修道

院长都由他委任
。

印度
、

巴格达 或契丹 , 丁 等地的上述神职人员也

由这位总主教派送
,

正象罗 马教皇派遣神职人员到拉丁美洲一带相似
。 ”

这一节 的最后一句
,

即 “正象罗马教皇派遣神职人员到拉丁美洲一带相似
” ,

着

重号由笔者加的 在 《马可 波罗游记》的原作 中是没有的
。

这一句是十六世纪中期 以

后
,

由后人加上去的
。

马可
·

波罗于 年诞生在意大利的商业城市威尼斯
。

年 月
,

他跟随父亲尼

古拉和叔父马菲离开威尼斯东行
,

一路上克服 了许多艰难困苦
,

于 年夏抵达元代的上

都 今内蒙古的多伦
。

后来
,

马可
·

波罗一行又到达元大都 今北京
,

受到了元世祖忽

必烈的欢迎
。

从此 以后
,

马可
·

波罗在中国旅居了十七年之久
,

足迹遍及长城内外
、

大江

南北
,

并到过云南
、

四川
、

西藏等地
。

忽必烈曾委任他做过三年扬州的地方官
,

并委派

他出使缅甸
、

越南
、

菲律宾
、

爪哇
、

苏门答腊等国
。

一直到 年初马可
·

波罗一行才离

开元大都
,

开始返回祖国
。

他们经过了三年多的海上肮行和长途跋涉
,

终于在 年何

到故乡威尼斯
。

年 月 日
,

威尼斯和意大利另一个商业城市热那亚
,

为了争夺地

中海的商业利益
,

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

在这次战斗中
,

马可
·

波罗指挥一艘战舰和热那亚

人进行了激战
,

结果热那亚人获得胜利
。

马可 波罗受伤并被俘虏
,

关进了热那亚人的监

狱
。

和马可
·

波罗关在一起的有比萨人鲁思梯谦
,

此人精通法文
,

曾写过小说
。

在监狱

电 马可
·

波罗为了消磨时光
,

就经常向同狱的难友们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在东方各地
,

特别是在中国的生活和见闻
,

难友们听得津津有味
。

鲁思梯谦觉得马可
·

波罗游历东方

的见闻
,

十分珍奇
,

引人入胜
。

于是在征得马可
·

波罗 同意之后
,

鲁思梯谦就将他的讲

述
,

用法文记录下来
,

这就是 《马可
·

波罗游记》的写作经过
。

年
,

马可 波罗出狱

后回到威尼斯
。

从上述可知
,

马可
·

波罗生活在十三世纪后半期十四世纪初
,

《马可
·

波罗游记》是

在十三世纪末成书的
。

马可
·

波罗以及和他同时代的欧洲人是不知道地球上还有一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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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
。

一直到十五世纪末
,

人们对地球的整体还缺乏全面的了解
,

在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

还没有美洲
、

澳洲和太平洋
。

即使是当时经验最丰富的航海家或最有学问的地理学家
,

也还不知道在大西洋那边还存在一个后来人们称为美洲的大陆
。

在 《马可
·

波罗游记》 问世大约二个世纪以后
,

欧洲人在开辟新航路的过程中
,

才

知道地球上还有一个美洲的
。

十五世纪末
,

西欧的商品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已经在封建

社会内部产生了
。

那时
,

西欧的商人和封建贵族渴望得到东方的高级奢侈品和黄金
。

在

西欧寻找黄金的浪潮中
,

《马可
·

波罗游记》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到此时游记 已在欧

洲流传了将近 年
,

游记对东方的印度
、

中国和 日本等地的财富曾作了夸张的描 述
,

·

仿佛这些国家遍地都是黄金
、

珠宝和香料
,

俯首即拾
。

这对西欧的商人和贵族非常有吸

弓力
,

到东方印度
、

中国去寻求黄金
,

就成了西欧商人
、

贵族开辟新航路的一个重要动

机
,

哥伦布在远航前就曾仔细阅读过 《马可
·

波罗游记》
,

并认真作了笔记
。

哥伦布读

过的那本 《马可
·

波罗游记》
,

至今还珍藏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市哥伦布图书馆中
。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

续 年 月 日
,

哥伦布率领船队
,

从西班牙巴罗斯

港出发
,

向西航行
,

去开辟到东方的新航路的
。

他和水手们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了 天
,

才发现陆地
,

到达了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
,

哥伦布称它为
“圣萨尔瓦多”

。

哥伦布

认为他所到的地方
,

就是向往的印度
,

因此称当地居民为印第安人
。

后来哥伦布继续向

南航行到达古巴
,

当时他误认为古巴就是东方的 日本
,

后又到达海地
。

 年 月

日
,

哥伦布返回西班牙
。

此后
,

哥伦布又先后三次西航
,

陆续发现 了牙买 加
、

波 多 黎

各
、

多米尼加等地
。

不过
,

一直到 年哥伦布逝世以前
,

他始终认为自己到的地方是亚

洲的边缘
,

并不知道那是一块欧洲人尚不曾到过的
“新大陆

” 。

年到 年
,

意大利航海家阿美利哥三次航行到今南美洲东北部海岸
,

进行实

地考察
,

并绘制了地 图
,

肯定哥伦布到的不是亚洲
,

,

而是欧洲人还不知道的一块 “新大

陆” 。

为了彰扬阿美利哥的发现
,

后人就用他的名字命名这块新大陆
,

称为
“阿美利加

洲” ,

简称
“美洲 ” 。

由此可见
,

欧洲人知道美洲是在十六世纪初
。

至于说 “拉丁美洲”
这个地理概念

,

那就出现得更晚了
。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
,

西班

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就开始侵占美洲
,

一直到十六世纪中期以后
,

西班牙
、

葡萄牙才占领

了北起墨西 哥
,

南到阿根廷的广大地区
。

巴西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

西班牙在除巴西以

外的其它地区建立 了殖民统治
。

因为西班牙语
、

葡萄牙语都属拉丁语系
,

因此人们才称

北起墨西哥南至阿根廷的这个区域为
“拉丁美洲

” 。

综上所述
,

《马可
·

波罗游记》成书在十三世纪末
,

而 ,’立丁美洲
” 这个地理概念出

现在十六世纪中期以后
。

因此
,

在新译《马可
。

波罗游记》第一卷第五章 中出现
“正象罗

马教皇派遣神职人员到拉丁美洲一带相似
”

着重号由笔者加的 这一句
,

实在是令人

不可思议的
。

这一句在《马可
。

波罗游记》的原作中是绝对不可能有的
。

它定是十六世纪

中期以后在游记辗转翻译的过程中
,

由后人添加上去的
。

这个画蛇添足的科学性错误
,

甚至可能使人产生游记不是马可
·

波罗写的错觉
。

因此
,

很有必要提出质疑
,

以正视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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