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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科学的黄金时代
———读吉姆·哈利利的《寻路者》

熊文霞

如果《一千零一夜》中描绘

的城市有一个现实中的版本 ，

那可能就是撒马尔罕的模样 。

在这座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

城市， 既有来自唐帝国的艺术

珍品， 又有美轮美奂的宫殿和

宏伟壮观的大清真寺， 更重要

的是， 在这里建起了阿拉伯帝

国的第一家造纸厂。 中国人在

公元二世纪便已发展成熟的造

纸术， 随着唐王朝的扩张传授

到了撒马尔罕， 我国的珍贵文

物手抄本 《古兰经 》，使用的就

是撒马尔罕纸。 正是这样一家

造纸厂， 让阿拉伯百年翻译运

动的开启具备了必要条件。

翻译运动的兴起

《寻路者：阿拉伯科学的黄

金时代》 的作者哈利利有一半

伊朗血统， 他坦言这是他特别

关注伊斯兰世界的原因。 但是

他想要介绍的并不是一段伊斯

兰文明史，而是阿拉伯科学史，

并且对“阿拉伯科学”下了精确

的定义： 并非 “阿拉伯人的科

学 ”，“从事这些科学活动的人

是阿拔斯王朝治下的人， 他们

的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 或者

是深感有必要用阿拉伯语这一

中世纪时期世界通行的科学语

言写作科学论著”。这是一个更

具包容性的定义。众所周知，现

今的阿拉伯世界指的是以阿拉

伯人为主要族群、 统一使用阿

拉伯语的国家。因此，如果依据

今天的定义，势必将伊朗、乌兹

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等国家

排除在外， 而这些国家又恰恰

以作为“黄金时代伟大学者”的

故乡为荣。

哈利利接下来明确了这不

是一个仅仅关于穆斯林的故

事，他本人不是穆斯林，而是一

个无神论者，“是一位关注原子

核的理论物理学家”， 因此在写

作中不存在宗教层面的偏见，并

且他“对伊斯兰教的兴趣集中在

文化而非灵性的层面”。另外，这

趟科学之旅中的学者也并非皆

为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对

科学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

阿拔斯王朝在取代倭马亚

人的过程中受到波斯人等异族

的大力襄助， 这也是他们愿意

吸收多种文明的重要原因。 而

且，“早期阿拔斯王朝的统治极

大地受到了伊斯兰理性主义运

动的影响， 该运动旨在融合信

仰与理性， 随之产生的宽容精

神鼓励了科学探究”。

翻译运动起于阿拔斯王朝

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正是

这位哈里发在底格里斯河畔建

起了新都巴格达，“它将阿拉伯

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基督徒、当

地其他族群的伊斯兰教皈依

者 ，以及犹太人 、萨比教徒 、琐

罗亚斯德教徒和异教徒聚拢起

来， 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

社会”。翻译运动在拉希德和马

蒙治下达到鼎盛， 在马蒙统治

时期，“他鼓励支持对不同的宗

教和文化持开放和包容的精

神， 帝国境内众多学者争相前

往巴格达”。

关于翻译运动兴起的真正

动因， 哈利利反驳了后世对翻

译运动起源的通用解释， 提出

了非常简练的观点： 翻译运动

起于阿拔斯王朝对波斯文化 ，

特别是占星术的痴迷， 同时受

益于中国人传授的造纸术。 至

此，从撒马罕到马格达，桥梁成

功地架设起来了。

首先得到关注
的是天文学

智慧宫由阿拔斯王朝第七

任哈里发马蒙建造， 是阿拉伯

科学黄金时代的起点，但它没有

留下丝毫遗迹， 所以其外观、规

模、选址均无从知晓。据此，许多

史学家主张智慧宫并非真实存

在，且不应夸大其在马蒙时期所

起的作用。而哈利利认为，“智慧

宫那持久的神话般的地位也证

明了那些科学发现的非凡本质

及其广泛影响力”， 许多伟大的

科学家都曾在智慧宫工作。

马蒙还建起了伊斯兰世界

的第一座天文台， 首次资助了

“大科学”。 “大科学”是一个较

新的概念， 指的是一种科学合

作方式，特点是投资强度大、多

学科交叉、需要昂贵且复杂的实

验设备、研究目标宏大，而回过

头去看 1000多年前马蒙时期的

智慧宫，其特征竟惊人地吻合。

占星术在当时的学者看来

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

但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 ，占

星术兼具人类“仰望星空”的本

能、宗教信仰、对真理的渴望以

及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等多个维

度。占星术“与天文学和数学紧

密联系在一起 ”，因此 ，对占星

术的兴趣促使人们去搜寻相关

文本， 其中最重要的译本是印

度数学家婆罗门笈多的 《悉檀

多》、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和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正是

早期对占星术的广泛痴迷 ，点

燃了翻译其他科学领域杰出的

希腊文著作的热情和兴趣”。

托勒密在《天文学大成》中

提出了自己的 “地心说 ”模型 ，

虽然现在已经知道这个结论是

错误的， 但在当时颇具影响力。

托勒密本人很少做天文学观测，

马蒙则下令在巴格达建造天文

台来检测托勒密的数据 。 “在

828-829 年，当伊斯兰世界最早

的系统性天文观测报告在沙玛

斯亚完成后，学者开始首次严肃

地、诚恳地对托勒密和他的天文

学成果进行批判性评价”。

马蒙去世后， 伊斯兰世界

学者对天文学的探索从未停

止。 如今，世人多将哥白尼、伽

利略、开普勒尊为天文学之父，

却鲜有人知晓从托勒密到现代

天文学诞生之间， 伊斯兰世界

其实已经发生过一次天文学革

命———发生于黄金时代中后期

的马拉盖革命。

需要澄清一点， 在天文观

测中发现数据的错误并不代表

着立刻引发对地心说的质疑 ，

因为事实上天文数据无法区分

日心说和地心说。 大多数伊斯

兰天文学家都是地心说的拥护

者，他们质疑的不是地心说，而

是托勒密的模型。哥白尼从《天

文学大成概要》 中了解到了早

期伊斯兰科学家的成果， 他的

伟大之处在于 “打破了前人对

托勒密模型的 ‘修正 ’，得出了

日心说模型”。 换句话说，他得

益于马拉盖科学家的观测结果

和数学技巧。这是欧洲科学家受

到阿拉伯科学惠泽的一个鲜明

的例子，但绝不是唯一的例子。

重新定义黄金时代

本书定义的阿拉伯科学的

黄金时代跨度大于主流观点定义

的伊斯兰黄金时代（8-13世纪）。

在哈利利定义的近 700 年

的黄金时代中， 翻译运动固然

是一项伟大的学术活动， 但让

我们无法忽视黄金时代学者的

原创力。 为翻译运动而建的智

慧宫其实集翻译 、研究 、教育 、

交流等功能于一身， 在翻译运

动时期， 已经有迹象表明学者

们在译介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了

从模仿到自己创作的过程。 例

如创作于公元 833 年的 《地球

图景》，便是一部高度模仿托勒

密《地球学》的论著。

在其他领域， 黄金时代的

科学家同样留下了令人叹为观

止的成果 ，创作了诸多 “第一 ”

和典范。比如：化学之父炼金术

士吉伯（贾比尔）完善了很多实

验技术，创造了新词“碱”，并使

用了 “氯化铵 ”一词 ，让人们首

次看到有机化学的应用； 花剌

子米的《代数学》是第一次解决

了二元一次方程的著作， 使代

数学成为与算术、 几何学并立

的新学科；伊本·海赛姆的七卷

本《光学之书》被认为是能与牛

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比

肩的伟大作品之一；拉齐的《医

学大全》 在数个世纪里一直都

是欧洲最受推崇和使用最广的

医学教科书。 以上还只是这个

时代的伟大人物和作品中的一

小部分。

为何哈利利要重新定义黄

金时代？他解释道，中世纪伊斯

兰世界仍然在产出高质量的学

术成果 ， 有确凿证据表明 ，威

廉·哈维是在叙利亚医生、博学

家伊本·纳菲斯作品的基础上

发现血液循环的奥秘的 ； “伊

本·赫勒敦在许多重要的经济

概念‘正式’诞生之前就发现了

它们”， 比如他早于亚当·斯密

提出了劳动分工的优点和必要

性，早于大卫·李嘉图提出了劳

动价值规律 ； 数学家贾姆西

德·卡西首次表述了三角学中

的余弦定理。 而这三位学者分

别生活在 13、14 和 15 世纪。

历史学家往往认为文艺复

兴与中世纪的思想、 活动之间

存在明显的 “断裂 ”，却忽视了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积累的过

程。 哈利利在这本书中以充分

的证据证实了， 从来就没有什

么“断裂”。 在暗淡的欧洲中世

纪， 一群阿拉伯学者充当着文

明搬运工， 他们孜孜不倦地翻

译了古希腊 、印度 、埃及 、波斯

等多个文明的典籍， 从中汲取

营养， 又产出了优秀的原创作

品。 当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

者苦于文献缺失时， 这些典籍

和作品如雪中送炭， 曾经被译

为阿拉伯文的拉丁文典籍又转

译回拉丁文， 使欧洲的学术在

长期失落之后得以重生。因此，

哈利利自始至终都在强调，“现

代科学方法的诞生并非发生在

文艺复兴时期”，早在 10-11 世

纪， 阿拉伯学者就已建立了理

解世界的革命性新方法。

尽管伊斯兰世界的科技发

展已今非昔比， 但哈利利仍然

保持乐观 ， 毕竟在 1000 多年

前， 伊斯兰世界曾有过那样一

个黄金时代， 科学与宗教之间

并未产生冲突。

说到科学发展史，很多人会想到中国的四大发

明，会提到欧洲文艺复兴和 16-17 世纪的科学

革命，以及后来的数次产业革命 ，而对百年翻

译运动的熟悉程度就要弱得多。英国著名学者

吉姆·哈利利以一部《寻路者：阿拉伯科学的黄

金时代》将读者带回阿拉伯学者巨匠灿若繁星

的时代，令人惊叹于人类在千年之前迸发的创

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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襌右上为伊德里西制于 12 世纪的世界地图。根据当时的惯例，

地图的北方在底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