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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波斯历史地理研究

———以伊利汗国时期的萨班卡拉地区为视角*

韩中义 李 珂 桂利燕 韩紫芸**

  内容提要 萨班卡拉地区在伊利汗国时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该地

区有很多著名的城市, 是通往波斯湾的交通要道, 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

要组成部分。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伊利汗国时期萨班卡拉地区的范围、
历史变迁、 与汗国的关系、 交通网络、 物产、 主要城市等。 值得注意的是

萨班卡拉地区只有在伊利汗国时期被作为省级单位, 而在其他时期都被作

为法尔斯地区或者克尔曼地区的一部分。
关键词 萨班卡拉 伊利汗国 历史地理

伊利汗国时期 (1256 ～ 1335 年) 的萨班卡拉地区①位于伊利汗国的东

南部, 其东边、 北边是克尔曼地区, 南边为波斯湾, 西边为法尔斯地区②。
萨班卡拉地区原来是法尔斯地区 (达拉布吉尔德区或萨班卡拉区) 和克尔

曼地区的一部分, 因强悍的萨班卡拉部落在此地活动而得名。 萨班卡拉部

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还有一部分以游牧为生。 萨班卡拉地区环境独特,
其东部、 北部和西部多为干旱地带, 南则因毗邻波斯湾雨水相对较多, 且

有较大的河流。 萨班卡拉地区相当于今天伊朗的霍尔木兹甘省中部、 法尔

斯地区西南部以及克尔曼地区西部的一小部分。 这里是通往波斯湾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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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 Margoliouth, The Eclipse of the‘Abbasid Caliphate, Vol. 4, London: Blackwell, 1921, p. 18.
伊利汗国时期的法尔斯地区面积比今天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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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还是波斯文化的发祥地之

一, 在伊朗历史上尤其在伊利汗国时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此地有许多

著名的城市, 历史文献中对这些城市有大量的记载。 本文依据相关文献和

研究对伊利汗国时期的萨班卡拉地区的历史地理做简要考察。

一 文献中记载的萨班卡拉地区

伊利汗国时期萨班卡拉地区在政治上基本处于半独立状态, 但名义上

服从汗国的管辖, 并向汗国贡纳赋税。 伊利汗国更多是形式上派监治官管

理, 但权力有限。 在管理方式上, 和伊利汗国管辖的很多其他地区一样,
该地区一旦发生难以控制的紧急事件时, 汗国就会临时派遣军队, 帮助处

理各种离乱事件。 等到事件基本平息后, 汗国军队就会撤回, 该地区仍由

当地人治理, 也就是说它具有很大的自主权, 甚至可以自行处理内部事务。
有关萨班卡拉地区的历史地理, 在 14 世纪或更早的文献中多有记载,

诸如豪卡勒、 穆卡迪斯、 巴里黑、 伊德里斯、 亚库特、 马可波罗、 穆斯塔

菲、 伊本·白图泰、 阿布菲达等人的著述。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文献不

完全用萨班卡拉之名提及此地, 如 亚 库 特 称 此 地 为 达 拉 布 吉 尔 德

( Darābjird) 区。 蒙古人统治时期, 此区从法尔斯区分离, 形成一个独立

的行政区。 萨班卡拉之名源于居住在该地区的同名部落。① 12 世纪的 《法

尔斯志》 记载萨班卡拉 ( Shabānkārah) 部落源于代莱姆 (今吉兰) 地区

的法兹鲁亚赫 ( Fadhlūyah) 家族, 属于什叶派伊斯马伊勒 ( Ismāīl)
支派。②

塞尔柱王朝时期 (1037 ～ 1194 年) , 他们和库尔德人一起卓有成效地

对付了阿塔别·超里的统治。 塞尔柱王朝灭亡后, 萨班卡拉部落占据了法

尔斯东部地区。 马可波罗以宋卡拉 ( Soncara) 之名提到了萨班卡拉地区,
并称这是 8 个波斯 ( Persia) “ 王国” 中的第 7 个王国, 但此名后来被

废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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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斯特兰格: 《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从阿拉伯帝国兴起到帖木儿朝时期的美索不

达米亚、 波斯和中亚诸地》, 韩中义译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第 288 页。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H. Yule, ed. and trans. ,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Vol. 1, London: John Murray, 1847,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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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地区进行准确且详细记叙的著述者应该是伊利汗国时期的地理

学家穆斯塔菲 (Mustawfī)。 他称萨班卡拉地区 “分为六个地区, 位于热区,
第三气候区。 这个地区以法尔斯、 克尔曼和波斯湾为界。 在塞尔柱时期,
这里的财税收入达到 200 万金币, 但如今只有 26. 61 万金币。 该地区的首府

为伊格城 (īj) 和达拉甘 (Dārkan) 城, 且两地毗邻”。 他还称, 法尔斯地

区达拉布吉尔德之名是 “取自卡宴 (Kayānian) 王朝①达拉布·伊本·巴赫

曼·伊本·伊斯凡蒂亚尔 (Dārāb bn Bahman bn Isfandiyār) 之名, 先前这个

地区绝大部分地方属于现在的萨班卡拉地区”, “但此处 (伊利汗国时期)
还是作为法尔斯地区一部分被谈及”。② 这说明达拉布吉尔德地区虽属于萨

班卡拉地区, 但传统上还是被看作法尔斯地区的一部分。
因此, 穆斯塔菲在其地理著作中将它作为法尔斯地区的一部分来叙述。

实际上达拉布吉尔德地区是萨班卡拉地区的一部分, 与设拉子城和周边地

区有密切的关系。 这里重要的地理标志是巴赫特甘 (Bakhtigān) 盐湖③。

二 萨班卡拉地区主要城市志

萨班卡拉地区虽然处在干旱地带, 但它传统上是法尔斯地区的一部分,
又属于著名的热带农业区, 因此这里有很多著名的城市, 现做简要考察

如下。
1. 贾赫罗姆 (Jahrum)
贾赫罗姆是伊利汗国的著名城市之一, 具有悠久的历史, 位于欣坎

(Simkān) 之南, 卡尔津之东, 周边是肥沃的平原。 现在此城是法尔斯省贾

赫罗姆县 (郡) 的同名县 (郡) 府所在。 该城位于法尔斯首府设拉子城东

南 170 公里处。 这里有很多条公路交会, 是法尔斯西南地区的交通中心, 也

是文化中心, 教育较发达, 有贾赫罗姆大学、 贾赫罗姆医科大学、 阿扎德

伊斯兰大学贾赫罗姆分校等。 该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550 年的阿契美

尼德王朝 ( Achaemenids) 时期。 据说贾赫罗姆的含义为 “热地” 或 “绿

86

①
②

③

这是伊朗传说中的王朝, 据说存在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 (前 550 年至前 330 年) 之前。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p. 124 - 125.
该湖至今仍存在, 但因库尔河上游修建水坝、 灌溉等, 面积大为减少, 现为 35 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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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这里还有很多古波斯王朝时期的遗迹。 这里产粮食、 热带水果等, 诸

如小麦、 橘子、 椰枣。 大量的阿拉伯、 波斯文献记载过这座城市。 穆卡迪

斯 (Muquaddasī) 将此地称为加尔玛 ( Jarma), 并称它 “是一座大城, 城

中市肆熙攘, 附近有清真寺。 市场有二门。 其饮用水是取自地上流的河水

(明渠或地上流的一段坎儿井, 引者注)”。 他还在行程表中提到从法萨到卡

尔津需要一天的路程, 而贾赫罗姆就在两者之间。①

从现在的卫星地图大致测量, 法萨到卡尔津距离大约为 120 公里, 按照

古代大致一天行进 35 公里的距离计算, 需要 3 天多时间, 穆卡迪斯的记载

显然是有误的。 但豪卡勒 ( Ibn Hawqal) 记载: 从法萨到卡尔津为 18 法尔

萨赫②, 也就是约 112 公里, 和今天的路程相当, 而法萨到贾赫罗姆为 10
法尔萨赫, 也就是约 62 公里, 从贾赫罗姆到卡尔津为 50 余公里③。 看来豪

卡勒的记载是比较准确的。
12 世纪的 《法尔斯志》 对贾赫罗姆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并对穆斯塔菲

影响很大, 他大段摘录了 《法尔斯志》 的内容, 因此穆斯塔菲的记载内容

不一定是对伊利汗国时期实际状况的记述。 这是需要注意的, 按照中世纪

穆斯林学者的传统, 穆斯塔菲也会增加一些内容。 《法尔斯志》 中记载: 贾

赫罗姆 “是不大不小的中等城市。 这里大量种植粮食, 盛产棉花……出产

吉尔巴斯 (Kirbās) 锦缎。 此城还出产声名远扬的贾赫罗姆毯子 (zīlū)。 这

里气候炎热, 饮水取自河渠和河流”。④ 这里还有坚固的库尔沙赫堡 (Qal’ah
Khūrshah), 是萨班卡拉部反叛的基地, 且该部在此自立为王, 后被塞尔柱

王朝著名宰相尼扎穆·穆尔克 (Nizām-al-Mulk) 镇压下去了。⑤

“这是一个中等城市, 由巴赫曼·伊本·伊斯凡蒂亚尔 ( Bahman bn
Isfandiyār) 所建。 此地有很多所属之地, 气候炎热, 种植有粮食、 水果和

棉花。 这里水源来自河水和渠水。 该地有个十分坚固的城堡, 称作库尔沙

赫堡。” 库尔沙赫城堡距离贾赫罗姆 “有 5 法尔萨赫, 建在一座高山顶上。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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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 rifat al-Aqālīm, London: Garnet, 1994, pp. 385, 401.
1 法尔萨赫约等于 6. 2 公里, 和西方的 1 里格 (League) 接近。
Ibn Hawqal, Kitāb al-Sūrat al-Aradh, Vol. 2, London: Brill, 1967, p. 281. 本文引用此文献时

均参考了 1964 年巴黎出版的法译两卷本。
Abu-l-Fidā, Taqwīm al-buldān, Vol. 2, Paris: Beim Herausgeber, 1848, p. 92.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p. 31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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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气候略显闷热。 库尔沙赫城堡名取自该地区总督之名, 他是哈加吉

(著名的倭马亚王朝伊拉克总督) 之弟。 但他恃其堡之固, 万贯之财, 行谋

为叛。 因此, 倭马亚王朝不再允许任何总督占据比堡, 以免骄横, 以城堡

之固, 思其谋乱, 以叛为匪”。① 后来宰相尼扎穆·穆尔克 (Nizām-al-Mulk)
重修了该堡。 亚库特记载为贾赫罗姆 ( Jahram), 并称: “这是法尔斯的城

市名, 此地产著名的纺织品 “贾赫罗姆”。 凡是出自这里的人都冠以贾赫罗

姆。 此城距离设拉子有 30 法尔萨赫。”② 阿布菲达也提到了贾赫罗姆, 并引

用 《经度》 (Atwāl) 一书说: “此城的经度为 79°, 纬度为 28°40′。”③

因此, 这座城市在伊利汗国时期和其他时代一样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也是伊朗南部的重要城市, 是连接波斯湾和伊朗腹地的重要通道, 直到今

天也具有重要作用。
2. 朱约姆·阿布·阿赫迈德 (Jūyum-i-Abū Ahmadi)
此城市至今还存在, 被简称为朱约姆, 属于法尔斯地区拉里斯坦 (Lar-

estan) 县 (郡) 的一个镇, 处在干旱的荒漠绿洲中, 有几条小河流经此地,
滋养着这里的土地。 这座位于贾赫罗姆城西南方的小城, 是去往波斯湾和

设拉子的要道, 伊朗通往波斯湾的 67 号公路就经过这里。 历史文献对这座

城市有大量的记载。
穆卡迪斯记载: “朱约姆·阿布·阿赫迈德城是一座重要城市。 其城区

有 10 法尔萨赫, 四周环山, 处处是椰枣树和花园。 饮水取自市场旁的引水

渠和一条小河。 在清真寺与市场之间有一条悠长的巷子。 清真寺很美, 高高

耸立, 拾阶可达其顶。 寺内有口水窖, 装满了雨水, 居民每日按需汲取。”④

《法尔斯志》 称: 朱约姆·阿布·阿赫迈德城是 “伊拉黑斯坦 (Irāhistān)
地区的首府 ( Jawmāh) 城市, 此地区虽属于阿尔达希尔·库拉 ( Ardashīr
Kūrah), 但 (朱约姆·阿布·阿赫迈德城) 被归入达拉布吉尔德地区。 这

里气候炎热, 饮水取自地下坎儿井。 该地的作物有椰枣和粮食, 产吉尔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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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32.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181
Abu-l-Fidā, Taqwīm al-buldān, Vol. 2, Paris: Beim Herausgeber, 1848, p. 92.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 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p. 385,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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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缎。 此地有座叫 ‘沙米兰’ (Shamīrān) 的城堡。 城里有聚礼清真寺”。①

伊利汗国时期, 这座城市也相当重要, 当时的穆斯塔菲记述: “这就是

在伊拉黑斯坦地区中, 此州一部分属于阿尔达希尔·库拉。 因此居马赫

(Jumāh, 即家乡) 被称作库拉·鲁德 (Kūrah Rūd, 即河水州)。 此地炎热,
水源取自渠水和井水。 这里的作物有粮食和椰枣。 此地有座叫 ‘沙米兰’
的城堡。” 亚库特记载朱约姆: “这是法尔斯的地区名和城市名, 全名称作

朱约姆·阿比·阿赫迈德 (Juwaym-i-Abi Ahmad)。 此地有 10 法尔萨赫宽,
还有一条山脉。 这里到处有椰枣树和果园。 这里的居民饮水来自水窖。 靠

近该城巴扎 (集市———笔者注) 有一条小河。” 这里有很多学者。② 该城附

近有一座叫 “萨密兰” ( Samīrān, 或 Shamīrān) 的坚固城堡。 这座城周边

地区是著名的草原, 位于朱约姆和萨甘河岸之间的草原尤为闻名。 历史上

这里还有静谧的水泊和狮子出没的森林。 但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狮子

早已绝迹。
这座城市在伊利汗国时期具有显要的地位, 但现在已经衰落了。
3. 法萨 (Fasā)
法萨至今尚存, 与县和县城同名, 该县分为中心乡 ( Central District)、

新班德甘 ( Now Bandegan, 新坝) 乡、 舍什迪赫·卡拉布拉赫 ( Sheshdeh
and Qarah Bulaq, 六十与黑泉) 乡和什比卡瓦赫 ( Shibkaveh) 乡。 这里的

城市有法萨 (Fasā) 城、 扎赫德沙赫尔 ( Zahedshahr) 城、 新班德甘 ( Now
Bandegan, and Sheshdeh) 城和舍什迪赫 ( Sheshdeh) 城。 其中法萨为县城

所在地, 是法尔斯地区重要的文化中心, 这里建有多所大学, 也是交通中

心, 且有多条道路会合。
法萨所在地区有很多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 诸如胡人甘 (Khorengan) 历史

古城、 萨珊火神庙 (Sasanid Atashkadeh)、 伊玛目扎德赫·伊布拉欣 (Imamza-
deh Ibrahim) 墓、 扎哈克 (Zahak) 山③、 女儿堡 (Ghal’eh Dokhtar)④ 等。

17

①
②

③
④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 315.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181.
“Fasa,” July 11, 2019, http: / / iran4visit. com / fasa / .
“Dokhtar,” July 15, 2019, https: / / en. wikipedia. org / wiki / Qal% 27eh_ Dokhtar; “ Castles_ in_ I-
ran,” July 14, 2019, https: / / en. wikipedia. org / wiki / Category: Castles_ in_ Iran; “Miyan_ Deh_
Rural_ District,” July 14, 2019, http: / / www. digplanet. com / wiki / Miyan_ Deh_ Rural_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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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虽距离海洋不远, 但因地理位置特殊, 湿润气流难以到达, 干旱

少雨。 该地产柑橘, 地毯很有名。
法萨为历史古城, 在波斯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尤其在阿拉伯

帝国以后, 历史文献中对此地有大量记载, 且波斯人将 “法萨” 拼写为

“帕萨” (Pasā)。
10 世纪文献记载, 它是达拉布吉尔德地区的第二大城市, 规模和设拉

子城差不多大。 这座城修建得很美, 民居建筑大量使用柏木作为材料。 这

里气候宜人, 有益于健康, 市场繁华, 城周边有城壕, 还有一座城堡。 这

里的果园里盛产椰枣、 柑橘等。
穆卡迪斯说: “用砖砌的大清真寺有两座庭院, 其华丽程度可以和麦地

那城的清真寺相媲美。” 他提到法尔斯地区的城市时, 还说法萨是一座漂亮

且有名的城市。① 他说: 与法萨相比, “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有这么开心、 直

率和真诚。 没有一个地方的水果有这么美味。 此城中有个市场的内城, 全

是用木材建的; 清真寺在市场中, 是用砖砌的, 比设拉子的清真寺要好,
有两个院子, 如同和平之城 (巴格达)。 两个院子之间有游廊。 在这座漂亮

的城市里, 你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各种水果。 这里可以看到种植的松柏,
建筑也很多。”②

穆卡迪斯也记载了这里的度量单位。 他称: “法萨的一个卡费兹 (qafiz)
等于 6 个曼 (mann); 一个曼等于 600 迪尔汉姆 (dirham), 用来称量粮食,
或者称量杏仁之类的。 一个卡费兹的大麦重量等于 6 个曼, 而 1 卡费兹的大

米、 鹰嘴豆、 豌豆的重量则等于 8 个曼。”③

这说明在他那个时代不同地区、 不同类别的产品度量单位是有差别的。
原因就是阿拉伯帝国每个地方的度量衡都不一致。 此时布伊王朝统治的是

法尔斯及其周边地区, 出现差别也就不足为奇了。
哈利康说著名的语言学家阿布阿里法里斯 (907 ～ 987 年) 出生在此城,

并称这是法尔斯的一座城市。④

《法尔斯志》 中说法萨城是 “一座大城, 是由大流士 (Dārā) 之父巴赫

27

①
②
③
④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 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 374.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 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 382.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 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 398.
Ibn Khallik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 1, London: Allen and Co. , 1840, p.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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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 (Bahman) 所建的。 此城先前和伊斯法罕面积一样大, 现在差不多毁了,
绝大部分已经废弃。 这里有很多附属地区和城区。 此处既无泉水, 也无溪

流, 因此水源完全取自地下 (坎儿井)。 该城气候温和舒适, 适合居住。 这

里产各种热带和温带产品, 在法萨的果园里可以找到核桃、 橘子、 橙子、
葡萄、 无花果等。 的确, 其他地方是无法与此地相比的。 法萨有座坚固的

城堡。 萨班卡拉部将其毁掉了, 而阿塔别 · 超里进行了重建。 库拉姆

(Kurm) 城和鲁尼兹 (Runīz) 城在法萨地区”。 他还提到了 “法萨所属的

沙格·鲁达尔 (Shaqq Rūdbāl) 和沙格·米沙南 (Shaqq Mīshānān) 两个地

区, 都在热带, 产粮食。 饮水取自坎儿井。 这里有很多的村庄和田地, 但没

有城市”①。 斯塔赫尔也提到了这两个地区, 但写法略有不同, 即沙格·鲁德

(Shaqq ar-Rūd) 和马沙南 (Māsnān)。②

穆斯塔菲记述: “此城位于第三气候区, 经度为 83°55′, 纬度为 20°。
此城由伏魔者塔赫姆拉斯 (Tahmūrath) 之子法萨所建, 后来被毁, 卡宴王

朝谷什塔斯福 (Gushtasāf) 王重修, 在其孙巴赫拉姆·伊本·伊斯凡蒂亚尔

(Bahram ibn Isfandiyār) 统治时期完成, 取名为萨珊 (Sāsān)。 最初此城被规

划为三角形, 但在哈加吉 (Hajjāj, 伊拉克总督) 时代, 郡守阿扎德玛尔德

(Azārdmard) 依照其总督之名更改规划图, 重修此建筑。 后来该城被萨班卡

拉部所毁, 而后被阿塔别·朝里重修。 它是一座大城, 有很多所属地区。 其

水源来自渠水, 但没有河流。 这里产热带水果。 其附近的沙格·鲁达尔

(Shakk Rūdbāl) 和米什卡纳特 (Mīskāhānāt) 在热带, 产旱地小麦。 还有很

多附属之地, 记叙未免过于冗长。”③

城市附近有坚固的哈瓦丹 (Khwādān) 城堡, 这里有很多储水的大池④。
阿布菲达记述: “ 《经度》 记载此地经度为 79°15′, 纬度为 29°; 《马苏

迪天文表》 ( Qānūn) 记载经度为 78° 50′, 纬度为 32° 20′; 《 拉斯姆》

37

①

②
③

④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p. 312 -
313.
Stakhrī, 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 Vol. 2, London: Brill, 1967, p. 109.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24.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 ‘ 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p. 423, 431,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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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m) 记载经度为 78°15′, 纬度为 33°40′。 这里气候极热。”①

若将穆斯塔菲、 亚库特的记述做比较, 就会发现其所在位置有所差别,
可能是在摘录其他文献过程中出了问题, 但大致位置吻合。

亚库特称: 法萨 “最初的发音为巴萨 (Basā), 是法尔斯地区最美丽的

城市。 其距离设拉子有 4 天的路程, 位于第四气候区, 经度为 77°25′, 纬度

为 30°”②。 显然这和穆斯塔菲的记述有差异。 亚库特长篇引用了伊斯塔赫尔

的记载, 这些内容可以在伊斯塔赫尔的原著里查找到。 亚库特还摘录了哈

姆扎·本·哈散 ( Hamzah ben Hasan) 的著作 《权衡》 (Kitāb Muwāznah)
称: “达拉布吉尔德地区的法萨最初被称作巴萨斯里 (Bassāsirī), 原因就是

这座城市没有法萨之名, 而有巴萨斯尔 (Bassāsir)。”③

有关法萨到设拉子的距离, 不同的文献都有记载, 但存在差异。
穆斯塔菲记载设拉子到法萨为 20 法尔萨赫, 也就是约 124 公里, 与斯

塔赫尔给出的里程相差了约 59 公里。④ 通过现代卫星地图, 粗略测量, 两

地距离为 180 余公里, 看来斯塔赫尔提供的里程是比较准确的。⑤

法萨城在伊利汗国时期是南部重镇, 也是通往波斯湾和东方的陆路要

道, 在古丝绸之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今天也是如此, 是伊朗去往东

南方向的重要通道。
4. 伊格 ( īg) 或伊吉 ( īj)
今天这座城依然存在, 被称作伊吉。 它在达拉卜 ( Dārāb) 的西北方

向, 埃斯塔赫巴纳特东南, 距离巴赫特甘湖东南不远, 是法尔斯地区埃斯

塔赫巴纳特县的一座小镇。 该镇位于县城西南, 是通往县城、 法萨、 达拉

卜和波斯湾沿岸等地的交通要道, 近代以后衰落, 著名考古学家斯坦因

1932 年经过这里时, 它是一个村子。⑥ 历史上该城是重镇, 在伊利汗国时期

4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bu-l-Fidā, Taqwīm al-buldān, Vol. 2, Paris: Beim Herausgeber, 1848, pp. 98-99.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99.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442.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77.
Stakhrī, 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 Vol. 2, London: Brill, 1967, p. 153.
A. Stein, “Archaeological Tour in the Ancient Persis”, Iraq, Vol. 3, No. 2, 1936, p.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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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为萨班卡拉地区的首府①, 常和达拉甘 ( Dārkan ) [ 又称扎尔甘

(Zarkān)] 一并被提及。 因此, 文献对此多有记载。
《法尔斯志》 称: “伊吉先前仅是一个村庄, 哈苏亚 (Hasūyah) 统治时

期将其建成了城市。 这里气候温和, 但水质差。 这里盛产水果, 尤其是葡

萄。 这里有一座聚礼清真寺。”② 穆斯塔菲也提到了此城, 并记载: “伊格先

前仅是一个村庄, 在塞尔柱时期, 哈苏亚将其建成了城市。 它被建在一座

山顶上, 有坚固的城墙。 有条河从中流过, 若城堡被围, 对手找到河流源

头, 改变河道很快就会攻占城堡。 达拉甘城就在城堡脚下。 这里气候温和,
但水质不好, 饮用不易消化。 这里产的粮食作物、 棉花、 水果和椰枣质量

最佳。”③ 他还记载此城距离设拉子城有 38 法尔萨赫, 即约 236 公里, 和今

天的距离基本一致。 亚库特记述伊格 ( īj) 称: “此城有很多花园, 极其繁

华。 其在法尔斯地区的边界上, 从这里可以到基什 (Kish) 岛。 此地产优质

的水果且外销。 该地属于达拉布吉尔德区, 波斯语读此名为伊克 ( īk)。”④

显然, 这和穆卡迪斯记载的名称是一致的, 说明他可能摘录了相关的

记载。⑤

该城往西南经过今天的丁达尔鲁 ( Dindarloo) 城, 可到法萨、 贾赫罗

姆、 达拉卜城, 也可以往西北去埃斯塔赫巴纳特城, 还可向北而后向东去

克尔曼地区。 此地交通相对便利, 成为当时商人常走的捷径。 现在它只是

法尔斯地区一座普通的小镇。
5. 达尔甘 (Dārkan) 或达拉甘 (Dārākān)
今天这座城市已不复存在。 穆斯塔菲在行程日志中写道: “从设拉子行

12 法尔萨赫到萨尔韦斯坦, 再行 8 法尔萨赫到法萨城, 再行 6 法尔萨赫到

提马里斯坦 (Timaristān) 村, 再行 8 法尔萨赫到达尔甘或扎尔甘。 从此处

道路向左转到萨班卡拉 (的首府)。” “从设拉子到达尔甘为 34 法尔萨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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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38.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 314.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38.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61.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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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达尔甘再行 10 法尔萨赫到达拉布吉尔德。”① 也就是说法萨到达尔甘约 87
公里。 再从斯特兰格给出的地图来看, 其位置应该在今天的丁达尔鲁所在

地或附近。 此地今天属于法萨县舍什与卡拉·巴赫区卡拉·巴赫乡 (Qarah
Bulaq Rural District, Sheshdeh and Qarah Bulaq District) 的一个小镇, 是去往

法萨城、 伊吉城、 埃斯塔赫巴纳特城等地的要道, 其处在山中的盆地, 是

法萨县的重要农业区。 伊朗的 92 号公路经过这里。 斯塔赫尔记载这里有一

座清真寺。② 豪卡勒也提到此地, 但写作达拉甘③。 萨班卡拉部统治时期,
达拉甘或扎尔甘城是达拉布吉尔德地区很重要的城市, 城北有伊格或阿维

(Avīg) 城堡。 一度是这个地区的首府。
《法尔斯志》 和豪卡勒的写法一样, 只是和其他地名一起被提到, 这里

是热带地区, 生长着椰枣树, 有几条溪水, 盛产水果等。④ 穆斯塔菲一般将

达尔甘拼写为扎尔甘, 并称这里有一座卡拉·阿维 (Kal’ah Avīg) 城堡。 扎

尔甘城就在城堡脚下, 这里气候温和, 但饮水不甘美, 不利消食。 他还说

此城周边的土地异常肥沃, 产棉花、 粮食、 椰枣和其他水果。 他记载阿维

城堡最初是塞尔柱王朝时期的哈苏亚修筑的。⑤ 他还提到, 从达尔甘到萨班

卡拉首府伊吉有 4 法尔萨赫⑥, 也就是约 25 公里。 亚库特还说这里产的水

果甚至远销到基什 (凯思) 岛。⑦

虽然这座城市已不复存在, 但在中世纪尤其是伊利汗国时期, 它是一

座很重要的小城, 是通往达拉卜、 法萨、 设拉子等地的重要通道。
6. 埃斯塔赫巴纳特 (Eşţahbānāt, Estahbān, Savānāt)
此城位于巴赫特甘湖南岸, 是法尔斯地区埃斯塔赫巴纳特州的同名县

府, 是通往设拉子、 内里兹、 锡尔詹等地的要道。 伊朗 86 号公路经过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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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77.
Stakhrī, 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 Vol. 2, London: Brill, 1967, pp. 108, 132.
Ibn Hawqal, Kitāb al-Sūrat al-Aradh, Vol. 2, London: Brill, 1967, p. 192.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 314.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37.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78.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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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着设拉子城和锡尔詹城。 埃斯塔赫巴纳特县所在的地区土地肥沃, 物

产丰富, 生产番红花、 棉花、 核桃、 巴旦杏、 小麦, 尤为重要的是这里产

的无花果最负盛名。 还有一条小溪穿城而过, 是此城的主要水源, 用于灌

溉和饮用。
穆卡迪斯称此城为伊斯塔赫巴纳特 (Al-Isbahānāt), 也有阿拉伯古典地

理学家拼写为伊斯塔巴南 (Al-Istahbānān), 波斯人将其简称为伊斯塔赫班

(Istahbān)。 《法尔斯志》 记载: 伊斯塔赫班 “是一座小城, 到处果树成荫,
流水淙淙, 有一座城堡固若金汤。 先前被哈苏亚控制”①。 穆斯塔菲称: “此

城气候温和, 树木很多。 这里盛产各种水果, 还有条水量较大的河流。 此

城附近有一座坚固的城堡, 塞尔柱人和萨班卡拉部发生战争之时, 被阿塔

别·朝里所毁, 但后来被修复。”②

这座城市在伊利汗国时期是南部地区的重要通道, 也是控制汗国东南

部的重镇。 但亚库特说: 这是一座小城。③ 14 世纪, 哈苏亚部占领了此城。
该城也是交通要道, 从此城向东可以到克尔曼地区, 向南经过伊吉城到波

斯湾, 向西可以去设拉子。
今天这座城市依然是法尔斯地区重镇, 也是重要的教育、 文化、 交通、

制造业中心。 这里有条河, 河上有著名的风景区萨拉斯阿布 ( Sarasiab) 瀑

布, 位于城南 1 公里处。 此河发源于南部山区, 向北流, 穿城而过, 进入埃

斯塔赫巴纳特, 成为重要的灌溉水来源。 城东有阿扎德大学埃斯塔赫巴纳

特分校, 城北有帕亚姆·奴尔 (Payam Noor) 大学。 城里还有银行、 市场、
清真寺、 饭店等, 周边是平坦的山间绿洲盆地, 是该地最重要的农业地区。

7. 布尔克 (Burk) 或普尔格 (Purg)
这座城和塔罗姆 (Tārum) 城一并被记述。 穆斯塔菲称: “这两座城中,

布尔克要大一些。 这里有一座坚固的城堡, 靠近克尔曼边界。 这里盛产农

作物, 包括粮食和椰枣。”④ 穆卡迪斯称: 此城 “处在一处洼地, 距离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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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 314.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37.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40.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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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 法尔萨赫。 市场旁边的清真寺干净漂亮。 饮水取自引水渠”①。 这座城

距离鲁斯塔格城有 3 法尔萨赫, 也就是约 19 公里。 两城是姊妹城, 相互毗

邻。② 但是通过现代卫星地图测量, 两城相距 70 公里, 也就是超过 11 法尔

萨赫。 这里有两种可能: 一是文献本身记载出现了问题; 二是现在的两地

名称可能后来被重新命名, 后一种可能较小。 斯特兰格给出的距离近 40 英

里③, 即 64 公里, 而 《法尔斯志》 中记载: 普尔格距离塔罗姆有 10 法尔萨

赫, 即约 62 公里。④ 看来 《法尔斯志》 的记载较准确。
豪卡勒也提到了此地, 只是写作 “布尔吉” (Burj, 而校勘记作 Burh)⑤。

但亚库特将这座城市写作 “夫尔吉” (Gurj, 只是简略地提到其属于法尔斯

边境的城市)⑥。 斯特克 ( E. Stack) 说: 布尔克 ( Burk) 城就是古巴赫曼

(Bahman) 城堡, 有三重城墙和护城河, 其距离现在的夫尔格 (Furg) 城有 1
英里远。⑦ 看来斯特兰格说布尔克和夫尔格是同一地的说法, 不一定能说得

通。⑧ 今天我们在地图上无法找到布尔克城, 它应该在夫尔格城东北的卡

拉·瑙 (Ghala’a Naw, 新堡) 附近。

8. 夫尔格 (Furg)
该城位于达拉布吉尔德城东南约 70 公里处, 至今仍是一座小城, 据不

完全统计, 人口约 1000 人, 属于法尔斯地区达拉布县夫尔格区, 位于鲁斯

塔姆河上游支流的山间绿洲上, 农业发达, 物产丰富, 交通便利。 通往波

斯湾岸边的阿巴斯港的 92 号公路经过这里。 历史上此城具有显要的地位,
文献对此多有记载。 穆卡迪斯将其拼写为 “富尔吉” ( Furj), 并称 “这是

一座不大的城, 但这里的清真寺和澡堂是无与伦比的。 这里出产丰富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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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 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 379.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 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 177.
〔英〕 斯特兰格: 《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从阿拉伯帝国兴起到帖木儿朝时期的美索不

达米亚、 波斯和中亚诸地》, 韩中义译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第 255 页前地图。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 884.
Ibn Hawqal, Kitāb al-Sūrat al-Aradh, Vol. 2, London: Brill, 1967, p. 262.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417.
E. Stack, Six Months in Persia, Vol. 1, London: Sampson Low and Co. , 1882, p. 756.
〔英〕 斯特兰格: 《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从阿拉伯帝国兴起到帖木儿朝时期的美索不

达米亚、 波斯和中亚诸地》, 韩中义译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第 4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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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城中央的山上有一座城堡”①。 豪卡勒也提到了 “富尔吉”, 并说这座

城市是去往南边波斯湾的要道。② 《法尔斯志》 记载为 “普儿可” ( Purk 或

Purg), 并称其坚固无比的城堡是用石头砌成的, 而且很大。
由此可知, 在伊利汗国时期, 这里是通往波斯湾的要道, 是该地区重

要的山间绿洲, 也是重要的农业区。 今天在法尔斯地区的小城中, 其交通

和农业也占有重要地位。 此城附近有六七个村子, 城西北有条季节性的河

流, 北边有一条小溪, 还有很多坎儿井, 提供灌溉用水和饮用水。 有些支

流最后汇入罗斯塔姆河。
9. 鲁斯塔格 (Rustāq)
该城位于达拉卜城西南约 70 公里处, 距离夫尔格城西北约有 30 公

里。 现在是同名区政府所在地, 也是一座小城, 位于达拉卜与夫尔格之间

的 92 号公路上。 全区管辖两个乡: 鲁斯塔格 ( Rostaq) 乡和库黑斯坦

( Kūhestān) 乡。 历史上这是通往波斯湾和伊朗北部的要道。 穆卡迪斯记

载了鲁斯塔格·鲁斯塔格 ( Rustāq ar-Rustāq) 城, 并称: “ 这是一座小

城, 市场很小, 不值得一提。 但此城周长有 4 法尔萨赫, 到处是花园、 流

水和树木。 饮水取自一条流经此地的河。” ③ 豪卡勒记载的名称和穆卡迪斯

完全一致。④

这座位于去往达拉布吉尔德城道路上的城, 距离夫尔格城的西北有一

站远 (35 ～ 40 公里)⑤。 这个记载和现代状况基本一致。 《法尔斯志》 中也

提到了此地, 但该地是和其他地名一起被记录的。 它称这里出产椰枣和其

他水果, 有河水, 在唐·兰巴赫 ( Tang-i-Ranbah) 关隘附近有一座坚固城

堡。⑥ 穆斯塔菲将此城划归达拉布吉尔德地区一并进行叙述, 并称这里很漂

亮, 他还在行程日志中称从达拉布吉尔德到鲁斯塔格有 12 法尔萨赫, 也就

是约 74 公里, 和今天的里程完全相符。⑦ 稍前的亚库特也提到鲁斯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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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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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 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 379.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 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 288.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 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 379.
Ibn Hawqal, Kitāb al-Sūrat al-Aradh, Vol. 2, London: Brill, 1967, p. 262.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 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p. 428, 454.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 314.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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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并称 “这是法尔斯的一座小城, 靠近克尔曼的边界, 通常将此城划归

后一个地区” ①。
显然在伊利汗国时期, 这是一座十分重要的城市和交通要冲, 是去往

设拉子、 达拉布吉尔德、 波斯湾的通道。
10. 塔罗姆 (Tārum、 Tāram)
此城位于通往波斯湾海岸的道路上。 穆卡迪斯称, 此城 “恰在克尔曼

的边界。 其清真寺离市场有段距离。 饮水取自流经此地的一条河水的支流。
这里有很多花园和椰枣树, 还盛产蜂蜜”②。 豪卡勒也提到了此城。③ 《法尔

斯志》 记载此城规模和夫尔格城相当, 还有座拥有很多大水池的坚固城

堡。④ 亚库特将这个词写作 “提尔穆” (Tirm), 其词源有些怪异, 在阿拉伯

语中含有 “牛奶皮, 或蜜精” 的含义。
提尔穆是法尔斯地区的一座重镇。 按文献记载, 其在法尔斯境内, 靠

近克尔曼边界, 是一座小城, 通常此名写作 “塔拉穆” (Tāram), 并且, 这

两个词所指位置相同, 只因波斯语中没有发 “提” ( T) 音的字⑤。 亚库特

在塔拉穆 (Tāram) 条目中称: 其 “在法尔斯境边境, 靠近克尔曼的小城,
设拉子人读其为塔尔木 (Tarm)。 这里出产精美的缝制衣服的布料。 其距离

设拉子有 82 法尔萨赫”⑥。 “这两个名称可以混用, 但波斯人拼写中不用阿拉

伯字母 ‘塔’ (Tā)”⑦。 82 法尔萨赫达 508 公里。 穆斯塔菲给出的里程为 71
法尔萨赫, 达 440 公里。⑧ 而穆卡迪斯给出的里程是 11 站半 (11 天半的路

程), 也就是 400 余公里, 和今天卫星地图测量的距离的相近。 因此, 亚库

特给出的里程显然有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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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260.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 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 380.
Ibn Hawqal, Kitāb al-Sūrat al-Aradh, Vol. 2, London: Brill, 1967, p. 288.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 881.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260.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131.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393.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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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塔罗姆城起, 商道差不多向正南到达海岸, 那里有苏鲁 ( Sūrū 或

Shahrū) 港①, 对面就是霍尔木兹 (Hurmuz) 岛。 穆斯塔菲记载此港为图萨

尔 (Tūsar) 港, 但读音无法确定。② 阿拉伯地理学家提到苏鲁是一个渔村,
没有清真寺, 所需水源是从附近山区凿井获取的。 商人从这里经过海湾与

阿曼从事大宗贸易。 伊利汗国和其他时代, 这里是通往波斯湾的重要通道,
占有十分显要的位置。

11. 凯拉赫 (Khayrah、 Khayār) 或希尔 (Khīr)
今天凯拉赫城已不复存在, 但以希尔 ( Khīr) 乡之名保留下来。 凯拉

赫城大致位于埃斯塔赫巴纳特城西北的巴赫特甘湖东南岸达马内

( Dāmnah) 东北 2 公里的马赫·法尔汗 ( Māh Farkhān) 镇, 属于希尔乡。
穆卡迪斯记载, 凯拉赫城与内里兹城相距 1 站 (1 天的路程) , 而凯拉赫

距离设拉子有 4 站 (4 天的路程) ③。 该距离基本上是准确的, 今天的马

赫·法尔汗镇, 亦即古代的凯拉赫城到内里兹城有 38 公里, 到设拉子有

156 公里。 豪卡勒也提到了此城。④

《法尔斯志》 将凯拉赫 (Khayrah) 城和内里兹城一起提及, 并称: “一
座城堡守护着这两座城市。 这里盛产葡萄, 大部分被晒成了葡萄干。 此地

有很多溪水。 因为人很多, 所以城里有座聚礼清真寺。 附近地区由 (塞尔

柱) 哈苏亚统治。 凯拉赫城附近的山顶上有一座坚固的城堡。”⑤

穆斯塔菲将此城与内里兹一并提起, 称这里气候炎热, 盛产葡萄干,
农业发达, 物产丰富。⑥

此城是古代从内里兹到设拉子、 克尔曼的通道, 也是沿巴赫特甘湖南

岸道路的一个驿站。 附近有河谷, 农业发达, 物产丰腴, 可为往来的商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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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此名已不存在, 可能被阿巴斯港代替, 此港是霍尔木兹甘省省会, 也是该地区最大港口,
2005 年人口 36 万人,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p. 181, 201.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 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 400.
Ibn Hawqal, Kitāb al-Sūrat al-Aradh, Vol. 2, London: Brill, 1967, p. 184.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 29.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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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丰富的给养。
12. 内里兹 (Nīrīz)
该城位于上文提到的伊格城东北, 巴赫特甘湖以东, 有时也以此湖命

名这一地区。 内里兹城相当古老, 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泥版文书里就

已被提及①, 后来的文献也有大量记载。 现在这是法尔斯地区内里兹县城

的名称。 内里兹城现在人口有 11 万人。 其最初在巴赫特甘湖的岸边, 随

着湖水的萎缩, 变成了西南边。 历史上此城以造铁器, 尤其是兵器而闻

名。 这里至今保留着 10 世纪的聚礼大清真寺。 其附近有极为有名的季节

性瀑布。②

历史上对此城有不少的记录。 穆卡迪斯称: “内里兹是一座大城。 市场

旁是清真寺。 饮水取自河渠。 郊区周长 20 法尔萨赫。”③ 穆卡迪斯提到了内

里兹城的市场街区里曾有一座大清真寺, 并记载了这座寺的遗址。 他还称

此地区位于从达拉布吉尔德城到朱约姆·阿布·阿赫迈德城道路西南。④ 他

又提到 “在内里兹附近, 有铁矿, 还有白土。 小孩用这种白土片写字, 用

黑土做印章”。 “人们还用它刷墙。 这里盛产阿魏和番红花”。⑤ 《法尔斯志》
中将此地和凯拉赫一起提及, 说其物产丰富, 气候温和, 水源充足, 城堡

坚固。⑥

内里兹与凯拉赫相距 9 法尔萨赫, 约为 56 公里。⑦ 这与穆斯塔菲所说

的有明确的差距, 但接近。⑧ 亚库特说内里兹 ( Nairīz) 是法尔斯设拉子所

在一个大区的首府⑨, 但没有详述。 穆斯塔菲记载此城市 “还有一座城堡。
这里盛产葡萄干, 气候相当热。 附近的米什卡纳特 ( Mīshkānāt) 区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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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vernier, Iranica in the Achaemenid Period ( ca. 550 - 330 B. C. ), Leuven: Peeter, 2007,
p. 388.
“Neyriz,” July18, 2019, https: / / en. wikipedia. org / wiki / Neyriz.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 380.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 254.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p. 390, 391.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 29.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 29.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78.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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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地区, 是内里兹的所属地区, 气候和物产也与内里兹类似”①。
显然, 在伊利汗国时期, 内里兹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尤其在连接克

尔曼、 亚兹德等地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3. 鲁尼兹 (Runīz)
这座城市至今尚存, 位于巴赫特甘湖南岸的绿洲上, 分为上鲁尼兹

(Rownīz-e ‘ Olyā、 Rownīz-e Bālā、 Rūnīz Bala、 Rūnīz-e Bālā) 与下鲁尼兹

(Rūnīz-e Soflá、 Deh Pāīn、 Rūnīz-e Pā’īn)。 两者都属于埃斯塔赫巴纳特县鲁

尼兹区。 (上) 鲁尼兹是鲁尼兹区的区府。 86 号公路经过此地, 连接着埃斯

塔赫巴纳特与萨尔韦斯坦, 由西南转到 92 号公路, 可以到达法萨。 该城常

和库拉姆 (Kurm) 城一并被提及。 《法尔斯志》 中说库拉姆在去往法萨的

道路上, 并称 “这里气候温和, 水源丰富”。 城里有一座聚礼清真寺, 出产

粮食和水果。 塞尔柱王朝时期此地叛乱不断, 结果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②

穆斯塔菲称: “这是去往法萨的两座小城。 这里气候多半温和, 但有时相当

热。 这里有一条水量大的河流。”③

显然, 在伊利汗国时期它是一座重要的城市。 鲁尼兹地区是哈苏

(Khasū) 地区的一部分。 早期地理学家将鲁尼兹拼写为鲁尼吉 ( Rūnīj) 或

鲁班吉 (Rūbanj) 城。④

14. 库拉姆 (Kurm)
这个地名在今天发生了一些变化, 被称作唐格 · 卡拉姆 ( Tang-e

Karam), 是属于库什克·卡兹 (Kushk-e Qazi) 区的一个村, 位于一片绿洲

上, 是法萨县的重要农业区。 92 号公路从旁边经过。 历史上这里是去往埃

斯塔赫巴纳特、 萨尔韦斯坦和法萨的要道。⑤ 穆斯塔菲将此地和鲁尼兹一并

提及, 称这里气候尚可, 但天气炎热, 水资源丰富。⑥ 亚库特提到过这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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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38.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 315.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38.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263.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 315.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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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称其位于达拉布吉尔德地区, 写作 “卡尔穆” ( Karm)。① 该地距离南

边的法萨有 18 公里, 距离东北部的鲁尼兹有 20 公里, 距离西北部的萨尔韦

斯坦有 46 公里, 距离设拉子有 132 公里。 此城位于三岔路口上, 其交通和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5. 米什卡纳特 (Mīshkānāt)
今天写作梅什坎 ( Meshkān) , 位于内里兹正北 56 公里处, 巴赫特甘

湖东北方向的绿洲上, 分为东西两城。 西城有三座清真寺, 其中有一座聚

礼大清真寺; 东城较小, 有一座清真寺。 这是内里兹县普什特库赫

( Poshtkuh) 区的区府所在地。 《法尔斯志》 说: 米什卡纳特是 “靠近内里

兹 ( Nayrīz) 附近的一个区, 有条道路经过这里到内里兹。 和内里兹、 凯

拉赫等地一样, 米什卡纳特虽属于达拉卜尔德区, 但一般划归到伊斯塔赫

尔区” ②。
穆斯塔菲在法萨条中也提到了此地, 称这里是炎热地区, 产旱地小麦。

他还说: “米什卡纳特是内里兹附近一个发展成熟的地区, 其气候和产品与

内里兹一样。”③ 伊利汗国时期这里是去往伊朗腹地和内里兹的要道, 但今

天位置不很显要。 这里只有乡道, 没有干道经过。 其向北可到亚兹德城,
向东可去克尔曼城, 向南可达波斯湾, 向西可至伊斯法罕城。 亚库特将其

书写为 “马斯卡纳特” (Māskanat), 但没有详述。④ 这和伊利汗国时期的行

政划分是不一样的, 说明亚库特时代这个地方属于伊斯塔赫尔地区或者他

摘录了旧文献, 因而造成了不同的行政归属。

16. 考尔斯坦 (Kawristan)
伊本·白图泰说这座小城, “内有河水、 花园, 但极炎热”。 其距离拉

尔城有 3 天的路程。⑤ 他称过了此城再在沙漠中走 3 天的路程, 向西便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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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226.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 315.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25.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511.
〔摩洛哥〕 伊本·白图泰: 《伊本·白图泰游记》, 马金鹏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221 页。

社
科
文
献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
20
20
年
07
月
10日
。



南波斯历史地理研究

到拉尔城, 也就是说此城距离拉尔城大约 105 公里。 由此可以判定此城在拉

尔城的东边。 研究波斯历史地理的学者没有对这座小城进行足够的考察,
文献记载也甚少。 但根据里程、 方位可判断, 该城应该在今天霍尔木兹甘

省哈米尔 (Khamīr) 县西北的塔格·阿巴德 (Taqī Abād) 村。 因伊本·白

图泰离开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岛, 跨海向西经过混巴里 (Khuju Pāl), 还说使

用了土库曼人的驮畜。 他经过了盗匪出没且炎热的沙漠之地。① 这里是去往

拉尔城的必经之道, 也是去波斯湾的要道。
17. 达拉布吉尔德 (Dārābjird、 Dārābgird) 或达拉卜 (Dārāb)
今天的同名城市仍被称作达拉卜, 是法尔斯地区同名县的县府所在

地。 全县包括中心区、 鲁斯塔格区 ( Rostaq) 、 夫尔格区 ( Forg) 和达拉

卜与建纳特·沙赫尔 ( Jannat Shahr) 两城等。 该城气候和法尔斯其他平

原地方一样, 炎热干燥, 几乎没有冬季; 产小麦、 玉米、 棉花、 水果、 烟

草等, 尤其盛产椰枣、 橘子。 低海拔地区是周边山区牧民的冬季游牧地,
因此这里自古以来是农牧兼营的地区。 这里有很多古迹, 是著名的旅游胜

地, 最著名的是大流士堡 ( Kalah-i Dala) 。 此处留有土夯的城墙, 中间有

块独立的立石。 此城附近的悬崖峭壁上刻有萨珊王朝萨普尔一世 (Sapur I)
在公元 260 年战胜罗马皇帝瓦莱里安 ( Valerian, 253 - 260) 的记功碑, 这

说明达拉卜城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该城还有伊利汗国时期的清真寺

遗迹。
达拉布格尔德古城是伊朗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在后来的历史文献中常

被提及。 这座城据说是大流士修建的, 因此其含义就是达拉布吉尔德城,
即大流士城。② 但现在的达拉卜城修建时间不早于伊利汗国时期, 其位置在

古代达拉布吉尔德城西北部 10 公里处, 呈圆形。③

新城在肥沃的山间盆地平原的东北端。 这里有三条重要的道路会合:
一条是从埃斯塔赫巴纳特出发, 经过伊吉小镇, 向西南到达拉卜, 而后可

以到波斯湾; 还有一条就是从萨法到达拉卜; 第三条是小道, 向北再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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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摩洛哥〕 伊本·白图泰: 《伊本·白图泰游记》, 马金鹏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220 页。
Ibn Hawqal, Kitāb al-Sūrat al-Aradh, Vol. 2, London: Brill, 1967, p. 273.
Lionel Bier, “The Masjid-i near Dārāb and the Mosque of Shahr-i īj: Rock-cut Architecture of the
Il-khanid Period,” Iran, 1986, Vol. 24, No. 1, pp. 117 -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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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到克尔曼地区。 其面积约 21 平方公里, 有多座超市、 清真寺, 还有

几所大学。
在阿拉伯帝国时代, 达拉布吉尔德城为同名地区的首府。 伊斯塔赫尔

记载这是有城墙和护城河的城市, 有四座城门, 城中央有一座石山。
穆卡迪斯记载: “达拉布吉尔德城是一座有坚固内城的漂亮城市。 这里

处处是花园, 到处是椰枣林, (冬季) 有雪, 还有诸色之物。 市场繁华, 气

候温和。 其有水井和河渠。 中心区有石脑穹顶 ( Qubbat-al-Mūmiyā)。 山上

有一座清真寺。 有些市场在城内, 有些在城外。 城里人口稠密。 布市如同

小客栈, 有二门。 内城有四门。 居民区绵延有 1 法尔萨赫。” 还提到一套复

杂的收集石脑的方法。 他还提到了该城的城堡。① 豪卡勒和阿布菲达都提到

这里的石脑等矿产和其他物产。 伊斯塔赫尔说, 从设拉子到达拉布吉尔德

有 50 法尔萨赫, 约为 310 公里。②

《法尔斯志》 记载了达拉布吉尔德城: “这是巴赫曼之子达拉 ( Dārā,
大流士) 所建。 这座城建成了圆形, 如同用圆规画出来的一样。 城中心有

一座坚固的城堡, 周边是护城河。 城堡有四门。 现在, 除了城墙和护城河

外, 城差不多被毁了。 这里气候炎热, 出产椰枣。 这里的河水水质极差。
在达拉布吉尔德附近山中发现有石脑, 一点点地流出来。 附近地面可以看

到七彩岩盐。”③

穆斯塔菲说: 此城 “位于第三气候区, 是由达拉布 (大流士王) 所建。
此城被建成了圆形, 且坚固。 城中央有一座坚固的城堡, 城周边是很深的

护城河。 现在, 城堡已被毁了。 这里气候炎热, 农作物、 水果和椰枣长势

良好。 附近有一座山, 产七彩盐。 这里包括哈苏 ( Hashū)、 达尔甘、 密斯

(Miss) 和鲁斯塔格 (Rustāq) 等城, 有很多美丽的村庄。 附近有一个被称

作汤·兰巴赫 ( Tang-i-Ranbah) 的坚固关隘, 有一座坚固的城堡。 这里气

候宜人, 可从水泉和水窖中获取水源。 在古代, 任何住在达拉布吉尔德地

区的长官, 都将自己的家当放在此城堡中, 但直到后来有个叫易卜拉欣·
伊本·麻麻 (Ibrāhīm Ibn Mamā) 的人成为堡主。 但之后克尔曼人攻占了此

堡, 将城堡从他手中夺走了。 该城堡附近有一片草原, 长 3 法尔萨赫, 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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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 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 379.
Stakhrī, 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 Vol. 2, London: Brill, 1967, pp. 105 ～ 109.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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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尔萨赫”①。
亚库特记述说: “达拉布吉尔德 (Darābjird) 是法尔斯一个美丽地区的

名称。 此名来自大流士·本·法尔斯 ( Darāb ben Farsi), 于是有了这个地

名的最初含义, 但一般写作 “达拉布基尔德” ( Darābkird)。 阿拉伯人将字

母 “K” ( kaf) 改成了 “ J” ( Jim), 于是有了 “达拉布吉尔德” 的名称。
这个伊斯塔赫尔附近地区的首府是法萨。 此城是达拉布吉尔德地区的大城,
人口很多。 但这个地区包括在后一个地区之中, 原因是其名来自达拉卜,
且是古代胡斯罗 (萨珊王) 居住地之一。 来自这里的人被称为 “达拉维尔

迪” (Darawerdi), 但其拼写也不规则, 变化较大。 “此地区因产矿而闻名,
且自然环境极为优越。 该名也是同名地区首府的名称。 这里的主要城市有:
萨巴斯坦 (Thābastān)、 吉尔德巴尔 (Girdbār)、 卡尔穆 (Karm)、 亚兹迪哈

斯特 (Yazdikhast)、 伊格 (Eig)。”②

阿布菲达记述: “ 《经度》 载 “经度为 80°, 纬度为 28°15′; 《马苏迪天

文表》 (Qānūn) 载经度为 79°, 纬度为 32°。 这里气候极热。” “这个城有城

墙, 还有一条护城河。 河水中生长着一种植物, 当有人想游泳时, 它可以

起到浮子的作用, 使人们不至于下沉到护城河里。 距离该城近 2 公里的地方

有一座山。 山上有拱北 (Qubbah), 山极高, 无法爬上去。”③

上述大量记载说明达拉卜城在伊利汗国时期和所有其他时代一样, 具

有重要的地位, 是去往波斯湾、 伊朗西部、 北部的要道, 在古丝绸之路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
18. 拉尔 (Lār)
此城今天在伊朗法尔斯地区的东南部, 距离波斯湾不远, 是通往波斯

湾和伊朗中部的要道。 94 号公路和 67 号公路在这里交会。 94 号公路由此向

东通往阿巴斯港, 向西通往布什尔港; 67 号公路由此向南到基什岛, 向北

到设拉子。 该城也被称作拉尔斯坦 ( Larestan), 是法尔斯地区拉尔斯坦县

的县府所在地。 此城最初的名称叫作拉德 ( Lad), 因拉德最初建了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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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25.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226.
Abu-l-Fidā, Taqwīm al-buldān, Vol. 2, Paris: Beim Herausgeber, 1848, 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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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是 《列王纪》 中的著名英雄人物之一。① 拉尔城分为两个区: 新城

(Shahre-jadid) 和老城 (Shahre-ghadim)。 新城是 1960 年地震后兴建的, 是

主城区, 也是交通中心; 老城区有驿站、 市场, 建于萨法维王朝之前, 2007
年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穆斯塔菲称, 拉尔是 “沿海 (波斯湾) 附近的一个地区。 这里的大部

分人是商人, 从事海陆贸易。 这里的作物有谷物、 棉花和少量的水果。 这

里所有地域水源完全依靠雨水。 居民为穆斯林”②。
亚库特说: 从西拉夫 (Siraf, 撒那威) 港③和基什 ( Kish) 岛可去往拉

尔城, 这是一座大城。 他还说, 拉尔是 “介于西拉夫与基什岛之间, 面积

很大, 但这里既没有大城市也没有很多村庄。 其所在地区的海边有个珍珠

场, 距离基什岛 12 法尔萨赫”④。
伊本·白图泰到过拉尔城, 多次提到过拉尔, 并称此地十分炎热, 他

还会见过当地的名人。⑤ 他又说: 在沙漠中行进了 3 天后, 到达了拉尔城,
“城区宽大, 泉水遍地, 处处流水, 花园相连, 市场建得漂亮”⑥。 他说自己

住在当地一所修道堂里。 他还说, 当地人的习惯就是: “每天晡礼后在道堂

集合, 再走遍全城的各家各户, 人们给他们 (修道者———引者注) 一或两

个烤面饼, 用来供应往来行人。 当地人如此习以为常, 并列入自己的口粮

内, 天天准备供应给他们。 每周五晚夕, 全城的修道者和清廉人士在道堂

集合, 各自量力出资, 供应晚夕的花费, 大家一夜都在礼拜、 赞颂词、 颂

《古兰经》, 晨礼后才散。”⑦

由此可以知道, 在伊利汗国时期, 拉尔城是一座十分重要的城市, 连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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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Lar, Iran,” July 21, 2019, https: / / en. wikipedia. org / wiki / Lar, _ Iran.
Hamd-Allah Mustawfi,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 London: Brill, 1919,
p. 138.
Ibn Khallik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 1, London: Allen and Co. , 1840, p. 379. 西拉夫是

靠近克尔曼的海边, 这里出现过很多名人。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501.
〔摩洛哥〕 伊本·白图泰: 《伊本·白图泰游记》, 马金鹏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162 页。
〔摩洛哥〕 伊本·白图泰: 《伊本·白图泰游记》, 马金鹏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221 页。
〔摩洛哥〕 伊本·白图泰: 《伊本·白图泰游记》, 马金鹏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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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木兹城与设拉子、 伊斯法罕等地,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 拉姆 (Ramm 或 Ramam)
“拉姆” 在法尔斯方言中的含义为地区或者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 这种

地名在法尔斯有很多。 (1) 拉姆·哈散·本·吉鲁亚 ( Ramm d’Hasān ben
Jīlūyah), 也称拉姆·巴兹建 ( Ram-Bāzījān)。 距离设拉子有 14 法尔萨赫。
(2) 拉姆·艾尔建 ( Ramm d’Arjān)。 此名源于阿尔达姆·本·朱瓦纳亚

(Ardām bin Juwanāyah) 之子, 距离设拉子有 26 法尔萨赫。 (3) 拉姆·卡

斯木 ( al-Ramm Kasim )。 此名源于库尔彦 ( Kūrriyān ) 的沙赫里亚尔

(Shahriyar) 之子, 距离设拉子 50 法尔萨赫。 (4) 拉姆·哈散·本·萨拉

赫 (Ramm d’Hasān ben Sālah)。 其名源于拉姆·苏兰 (Ramm as-Sūrān), 距

离设拉子有 7 法尔萨赫。 这些名称都是伊本·法基赫记载的。 这些地名可能

和所在地区的人物有关。 巴沙里 ( Bashari) 提到了拉姆·库尔德 ( Ramm
Akrad), 称 “其附近是一条山脉。 有一条河发源于这里。 土地极其肥沃,
到处都是花园和椰枣树”①。 斯塔赫尔提到了五个法尔斯的拉姆之名, 及其

附近的城市和乡村。② 《世界境域志》 (Hudūd al-’ālam) 中把它和其他城市

一并提及, 称: “这是达尔布吉尔德和克尔曼边境的城市。 这里耕地多, 资

源丰富。”③ 它和夫尔格、 鲁斯塔格、 塔罗姆等一起被提到, 可能由于它们

比较靠近, 且靠近克尔曼的边界, 但它具体在什么位置, 文献中很难找到。
20. 哈苏 (Khasū、 Hashū)
穆卡迪斯提过哈苏 (Khasū, 或 Khashū) 地区, 说这里的城市有鲁班吉

(Rubanj)、 鲁斯塔格、 夫尔格、 塔罗姆等。 斯塔赫尔将此地名写作 “哈苏瓦”
(Hashūwā)④。 《法尔斯志》 只是将此地和其他名称一起提到了, 并说它属

于达拉布吉尔德地区, 气候炎热, 出产椰枣和其他水果, 有河流, 有一座

坚固的城堡。⑤

但穆斯塔菲将哈苏纳入达拉布吉尔德地区。⑥ 今天这个名称略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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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Yakut,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Par-
is: Impr. Impériale, 1861, p. 263.
Stakhrī, 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 Vol. 2, London: Brill, 1967, pp. 98, 114.
Anonymous, Hudūd al-‘Ālam, Trans. by V. Minorsky, London: Luzac, 1970, p. 128.
Stakhrī, 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 Vol. 2, London: Brill, 1967, p. 109.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 314.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 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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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作霍苏耶 ( Khosūyeh 或 Khūsū)。 现在这是法尔斯地区扎林达什特

(Zarrīndasht) 县乡和乡镇所在地, 位于达拉卜城的西南边, 历史上属于达

拉布吉尔德地区。① 这个名称和塞尔柱时期的部落哈苏亚部有关。②

21. 亚兹迪哈斯特 (Yazdikhast)
亚兹迪哈斯特城③, 是一座小城, 在鲁尼兹城的正南方。 穆卡迪斯将此

城纳入达拉布吉尔德地区。 由这座小城再向南就是拉尔城。④ 《法尔斯志》
中未记载穆斯塔菲等人均未提到该地。 但是从方位来看, 该城距离朱约姆

城东边 30 公里左右, 距离拉尔城北边约 40 公里, 在皮尔城 ( Shahr-e Pīr)
内或附近。 今天这座城市不复存在, 但名称被保留下来了, 位于法尔斯地

区扎林达什特 (Zarrīndasht) 县境内, 分两个区, 其中一个叫作伊兹迪哈斯

特 (Izadkhvast) 区, 是亚兹迪哈斯特的写法不同。 今天从该地有条便道通

往拉尔城、 达拉卜城、 朱约姆城, 是古代重要的丝绸之路商道, 但现在衰

落了。 应该注意的是, 不能将萨班卡拉地区与后来的法尔斯地区东南所属

亚兹迪哈斯特城和法尔斯北边同名的亚兹迪哈斯特 (现在音译为亚兹德哈

斯特) 城相混淆。 后一个地方在伊利汗国时期有大量的记载。
22. 外什坎 (Wayshkān)
这座城市在 《法尔斯志》 中和伊吉一起被提到了, 并称 “外什坎是一

座小城, 现在毁了。 这里缺水, 但气候宜人”⑤。 现在这座城市无迹可寻,
但应该距离伊吉不远。

实际上, 萨班卡拉地区有很多城市, 我们在此处主要考察了文献记载

的且重要的城市, 尤其是伊利汗国时期。 有些也是相当古老的, 但文献记

载少或未记载的, 只得舍弃,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城市不重要。

萨班卡拉地区是伊朗东部的门户, 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连

接着中亚、 西亚、 南亚, 乃至中国, 在伊利汗国中地位尤为特殊, 成为一

个独立的行省单位。 这里分布着很多重要城市, 历史也较为悠久。 这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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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Khosuyeh,” July 21, 2019, https: / / en. wikipedia. org / wiki / Khosuyeh.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 314.
这个城市和伊斯法罕北部的城市同名, 不能相混淆。
Muqaddasī,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 rifat al-aqālīm, London: Reading, 1994, p. 376.
Ibnu’-Balkhī,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Fars, London: Asia Society Monograph, 1912, pp.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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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城市文化发展的水平。 在伊朗历史上, 这一地

区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法尔斯和克尔曼的一部分, 和伊朗南部发展是同步的,
也是息息相关的, 形成了南波斯地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描述了该地区

的主要城市发展基本脉络, 这些研究使得感兴趣的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这

一地区的相关知识, 进而了解伊利汗国行政区划、 政治运行机制、 地方与

汗国关系、 经济运行方式等。 城市发展实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坐标,
也是了解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窗口。 因此, 我们以城市志的方式呈现萨班

卡拉地区发展的基本状况。 尽管研究的方式有些单一, 但是属于基础性的

研究, 我们严格遵守历史学研究的原则, 靠材料说话。 材料丰富的, 我们

研究对象的内容篇幅长一些; 反之, 则较为简略。 我们的研究是初步的,
但可以大致了解此时的城市发展、 社会生活、 产品生产、 交通方式等, 为

研究者提供了初步的信息。 我们也深知其中存在着缺憾, 在以后的研究中

将不断补充完善。

[责任编辑: 白胜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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