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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20 多年过
去 了 ，威 尼 斯 人 想 家
了。忽必烈大汗交给他
最后一个任务，借由护
送阔阔真公主前去波斯
伊尔汗国成亲的机会，
马可·波罗三人踏上了
回家之路。

与来时不同，马可·
波罗没有去面对大漠的
风沙和草原的辽阔，而
是南下，沿着海路乘风
破浪，扬帆远航。取道
海上丝路的马可·波罗
和父亲、叔叔经过日复
一日的海洋漂泊后，终
于抵达了威尼斯的石铺
码头。

回到家乡后，马可·
波罗在一次战争中被
俘。在狱中，他向一位善
于写作的狱友说了自己
在东方的传奇见闻。这
位狱友发挥小说家的才
能，遂有了《马可·波罗游
记》。该书一出，笑其荒
诞不经者自然有之，但更
多人则对马可·波罗钦佩
不已，立志沿着他的足迹
去拜访中国。

据说，15世纪，著名
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
布正是怀揣着《马可·波
罗游记》，带领几艘小船
横渡大西洋的。他在那
本游记中做了 264 处标
注。哥伦布的行踪在某
种程度上可以视为马可·
波罗行纪的延续。而在
哥伦布之后，不知又有多
少人受到《马可·波罗游
记》的吸引义无反顾地踏
上前往东方的旅途。

有意思的是，马可·
波罗从意大利到中国时
走陆路，回去时走水路，
这两条路线正是陆上丝
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
路。这两条丝绸之路是
友谊之路，也是繁荣之
路。如果马可·波罗能够
穿越回今天，看到自己曾
经走过的道路上游人如
潮、商旅如织，不知他还
会不会写出一部新的游
记呢？

马可·波罗可能是中国历史
上“最知名的外国人”之一。
2024年是马可·波罗逝世700
周年，也是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20周年。700年后，让
我们一起重温这位东西方文明
交流的使者当年的中国之旅。

■ 吴辰

提起意大利，
我们会想到什么？
足球、披萨饼、水城
威尼斯，当然，一定
还有一个与中国相
关的名字——马
可·波罗。

在中国，很多
人都知道马可·波
罗，那是个出现在
课本里的传奇名
字。早在十三世
纪，他便一路东行，
不远万里从意大利
来到中国，其见闻
被整理成《马可·波
罗游记》，风靡世
界。

日前，“传奇之
旅：马可·波罗与丝
绸之路上的世界”
文物展览在北京中
华 世 纪 坛 开 展。
135件中意文博机
构珍藏的展品，带
领观众重走马可·
波罗当初走过的丝
绸之路，一起感受
中意文化的辉煌。

自马可·波罗将自己的
东方之行公之于众的那一刻
起，争议声就从没断过，可随
着研究的不断推进，他东方
之行的痕迹却越来越清晰。

也许是《马可·波罗游
记》所记载的中国太过于辉
煌，即便是马可·波罗在世
时，不少人就指责书中记录
之事多为荒诞，而马可·波
罗是一个爱吹嘘的人、一个
沽名钓誉的骗子。但是，马
可·波罗却坚称自己记录在
书中的皆为真实，“我所说
之事，未及我亲身见闻的一
半”。直到近世，依旧有人
质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
真实性，有人还写了一本书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吗？》进行质疑。但是，更多
的人则站出来为马可·波罗
辩护，中外学者从典籍里找
到了更多他东方之行的证
据。现在，人们基本上已经
达成共识，早在七百多年前，
沿着丝绸之路，确实有一位
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
曾经来到遥远的中国，一住
就是20多年，并记录下了所
见所闻的点点滴滴。

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
起源于他的父亲尼科洛·波
罗和叔叔马泰奥·波罗。

这对威尼斯商人兄弟，
为了东方巨大的商业利益，
于1259年第一次前往中国。
1265年，忽必烈接见了波罗
兄弟。这位东方庞大帝国的
统治者，向两位“第一批来中
国的拉丁人”提出，请他们的
教皇遴选100名精通教义和
天文、地理、算术、音乐等的
传教士，派往自己的帝国。

波罗兄弟返回欧洲，忠
实 地 履 行 着 忽 必 烈 的 嘱
托。然而，由于教会内部的
种种原因，当他们再次启程
时，没能带上100名传教士
同行。但这次重回东方之
旅，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印
记——他们带上了 17 岁的
马可·波罗。三人从地中海
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踏入中

国的版图。
当时，中国正值元朝，忽

必烈的名号响彻四方，马可·
波罗见到了这位伟大的中国
皇帝，他对忽必烈不吝赞美，
称其为“君主的君主”。忽必
烈生活的宫殿气势恢宏，仅
围墙便“高有十步”，大殿“足
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壮丽
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
于此者”。至于奇花异草、珍
禽走兽更是不在话下。

马可·波罗还参加了忽
必烈举办的很多活动。从那
些记录生日节庆的字里行
间，能感觉到东方的辉煌对
这位外国友人的冲击。他称
这场节庆为“世界之君主殆
无有能及之者也”。而大汗
的行猎更是威武雄壮。出猎
之时，“大汗坐木楼甚丽，四
象承之。楼内布金锦，楼外
覆狮皮。携最良之海青十二
头”，出猎后回到宫中又有一
场大宴。

值得一提的是，马可·波
罗曾经到过忽必烈的“竹
宫”，这一宫殿“纯以竹茎结
之，内涂以金，装饰颇为工
巧”。当马可·波罗将这一宫
殿公之于众时，质疑者甚
众。在21世纪的一次考古发
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竹宫
的遗址，证明了马可·波罗不
仅到过中国，还深入过皇宫
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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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很快便获
得了忽必烈的信赖，在他
的派遣下，马可·波罗曾
离开首都游历过中国多
个省份，并记录下各地的
风土人情。

马可·波罗毕竟是商
贾世家出身，最能引起他
注意的还是隐藏在这个
东方古国辉煌文明之下
的巨大商机。沿着丝绸
之路，马可·波罗注意到
每一州、每一城皆有不同
物产，肃州的大黄、凉州
的麝香和小麦、河套地区
的琉璃与毛毡，这些都在
《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记
载。涿州城内工商繁盛
之聚落、美丽的田亩和葡
萄园，太原府的“商业与
数种工业颇见繁盛，有大
商数人自此地发足前往
印度等地经商谋利”令马
可·波罗兴奋不已。更让
他惊异的是，在中国，有
一种用桑树皮制成的货
币，“凡州郡国土及君主
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而

“大汗用此法据有所属诸

国之一切宝藏”。聪明的
马可·波罗已经洞察到忽
必烈时代中国已发行全
国统一的纸币，但是马
可·波罗也有所不知，其
实早在北宋初年，中国就
已经有了最早的纸币“交
子”，及至元代，纸币其
实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
了。

有意思的是，在众多
商品中，马可·波罗似乎
对麝香情有独钟。他在
多则游记中都记载了与
麝香有关的内容。或许，
在这个商业家族的生意
版图中，麝香就是一块肥
肉，又或许，麝香是吸引
这个商业家族成员两次
东行的重要原因。

在马可·波罗的时
代，大量异国他乡的客商
往来于东西之间。在他
们眼中，中国简直处处是
宝藏、处处是商机。在长
长的丝绸之路上，商队络
绎不绝，在互通有无的讨
价还价中，整个世界的版
图在不断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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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传奇之旅：马可·波罗与丝绸
之路上的世界”展览海报。

《马可·波罗游记》书影。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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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