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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吉思汗创造了蒙古帝国，但真正将其发展为世界性大国，并对全球影响至今的，是他
的女性继承者们。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2：*后的蒙古女王》本书是一部研究蒙古帝国女性统治者
的巨著。蒙古史书的记录者一向对其女性统治者语焉不详，而作者通过自己长期的调查
和研究，再现了一段失落八百年之久的往事。
书中讲述了蒙古帝国从初建，到动乱，再到*后的稳定，长达250年的历史。从一个鲜为
人知的角度，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在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女性后裔们是如何挽救并巩固
了整个蒙古帝国。

 

内容简介

13世纪的蒙古女王们统治过人类历*庞大的帝国。但是，在13世纪末的某个时候，审查官
删除了《蒙古秘史》中的一部分，只留下成吉思汗的一句让人困惑不已的话：“让我们
奖赏我们的女儿们。”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2：最后的蒙古女王》成吉思汗创造了蒙古帝国，他的女儿
们则给予了蒙古帝国生命。成吉思汗率领男人们开疆拓土，却把治理多元文化帝国的重
任托付给了他的女儿们。丝绸古道上的蒙古女王们把她们父亲征服的土地变成了世界上
第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大帝国。她们促进贸易、教育和宗教发展，创建了一个从太平洋到
地中海的广阔的经济体系。虽然后人试图将她们从历史的集体记忆里抹除，这些蒙古女
王在位期间不寻常的所作所为，却震惊了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因此，虽然生平乃至姓名
已模糊不清，关于这些女王们的断简残编却启发了从乔叟、歌德到普契尼等多位伟大艺
术家的创作，进而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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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杰克威泽弗德的分析才华四溢、令人拍案。他让我们知道，蒙古帝国的缔结，在很大程
度上要归功于皇族的女性们。丈夫与儿子四处征战，妻子与女儿们统治江山。威泽弗德
的这本书，将我们的视线再一次聚焦于成吉思汗这位世上最为伟大的领袖之一，并对他
与他的传奇进行了新的阐释。
——著名蒙元史专家、畅销书作家 约翰曼

当代作家之中，极少有人具有威泽弗德这般才华，能对历史进行如此迅即而又至关重要
的全景性分析。
——《华盛顿邮报》
威泽弗德是位极其出色的故事讲述者。
——《明尼波里星光论坛报》
威泽弗德生动地再现了
蒙古帝国的辉煌，出色写作，充满惊喜。
杰克威泽弗德的分析才华四溢、令人拍案。他让我们知道，蒙古帝国的缔结，在很大程
度上要归功于皇族的女性们。丈夫与儿子四处征战，妻子与女儿们统治江山。威泽弗德
的这本书，将我们的视线再一次聚焦于成吉思汗这位世上最为伟大的领袖之一，并对他
与他的传奇进行了新的阐释。——著名蒙元史专家、畅销书作家 约翰曼
当代作家之中，极少有人具有威泽弗德这般才华，能对历史进行如此迅即而又至关重要
的全景性分析。——《华盛顿邮报》威泽弗德是位极其出色的故事讲述者。
——《明尼波里星光论坛报》
威泽弗德生动地再现了蒙古帝国的辉煌，出色写作，充满惊喜。——《科克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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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丝绸之路上的老虎女王：1206—1241

javascript:void(0);


有一位大汗的女儿，
款款地上前来，身带二十只虎印，
优雅地上前来，身带三十只虎印，
娴雅地上前来，身带四十只虎印，
娇柔地上前来，身带五十只虎印，

——蒙古史诗

第一章第一部分：丝绸之路上的老虎女王：1206—1241

有一位大汗的女儿，款款地上前来，身带二十只虎印，
优雅地上前来，身带三十只虎印，娴雅地上前来，身带四十只虎印，
娇柔地上前来，身带五十只虎印，
——蒙古史诗   
第一章呼唤英雄
一个叛变的的塔塔儿人怀揣复仇的利刃，悄悄地接近成吉思汗的老母亲诃额仑的营帐。
他要向成吉思汗复仇，因为他彻底消灭了古老的塔塔儿族，杀死了许多塔塔儿勇士，抢
走了他们的妇女，收养了他们的子女，甚至改变他们的名字，把他们变成了蒙古人。
作为一个拥有众多仇敌的军事和政治领袖，成吉思汗住在戒备森严的营地里，卫士们严
守命令，任何人未经允许擅自越界将格杀勿论。但是，诃额仑并不和成吉思汗住在一起
，她有自己的营地。虽然她拥有一支由一万名士兵组成的军队，连同他们的家属，都归
她控制，但由于她年事已高，因此她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她最小的儿子指挥，随从她的大
儿子成吉思汗出外征战，而她自己则留在家里。
尽管诃额仑的地位显贵，但是她的营帐和一般蒙古游牧民的并无太大不同。营地由一组
蒙古包组成，一字排开，门口朝南。蒙古包在西方通常称为yurt，是用羊毛压成的厚厚
的大块毡毯搭建而成的，可以随着季节变换随意拆卸、迁移。
最能显示这是大汗母亲皇族营帐的标志是诃额仑的白骆驼和黑车。蒙古妇女拥有蒙古包
和所有大车，但是对于游牧人来说，一个女人之所以有名，并不是由于她的帐篷，而是
由于她的交通运输方式。年轻妇女骑马，老年妇女驾车。除非生了重病或者严重受伤，
一个男人永远不会坐在女人的车上，更不用说驾车了。
当时的蒙古大车有两个轮子，轮轴上边是一个小车厢。前面有两根长长的把手，架在拉
车的牲畜背上。车蓬都是黑色，看起来很相似，但是能凸显一个女人个性的是她选择何
种牲畜加以调教，用以拉车。一般女人都会驾驭一头笨重的黄牛，或者一头毛茸茸的牦
牛，但是诃额仑年老时却对驾驭高视阔步的白骆驼四处漫游情有独钟。这种与众不同的
方式更符合她作为大汗母亲的尊贵身份。据说她喜欢快速长途跋涉，甚至昼夜兼程。骆
驼在漠北不太常见，而白色骆驼就更稀少了，因此她的营地很容易辨识。
在那个塔塔儿人接近营地的时候，除了她的卫士者勒篾和哲台以外，营地里男人很少。
和她的地位相匹配，诃额仑用男人来守卫她的蒙古包四周，而不用狗，因为她的儿子成
吉思汗非常害怕狗，因此她没有养狗用以报警。塔塔儿人等待着警卫分神的有利时机。



这两个人打算宰杀一头无角黑牛，他们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做：先要用斧子猛击公
牛脑门，把它打晕，然后在公牛胸部切开一个小口，用利刃直刺心脏主动脉。由于这种
行为过于残忍，因此不能在门口进行，也不能在阳光下进行，因此两个卫士把牛拖到了
蒙古包北侧背阴的地方。没有人能在门口看见牛了，当然，也没有人能在门口看见他们
了。
卫士一离开，这个刺客便直奔门口。门是用厚厚的毡毯做成的，约有4英尺高，从上边垂
下来，盖住门口。塔塔儿人掀开门帘，进入蒙古包内。
诃额仑没有理由怀疑站在她面前的这个邋遢的年轻人会有什么不轨的企图，虽然身为草
原上最强大首领的母亲，但她仍一直持守着游牧人家热情好客的传统。来到她帐篷中的
旅客都能吃到热腾腾的食物，得到充分休息，以便继续穿越草原的行程。在蒙古包中央
，是用干燥的动物粪便作燃料的火炉，这是蒙古包的中心和家庭的象征，不停燃烧的烟
雾顺着包顶的烟洞飘出去，这个洞也是蒙古包唯一的窗户。锅里一直烧着热水，等待着
迷路的猎人、冻僵的牧民、征战归来的勇士、以及其他需要食物、温暖、或者人类陪伴
的陌生人。如果没有鲜肉可食用，可以取食椽子上挂着的干牛肉和牦牛肉干。把干牛肉
放进水中，诃额仑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做出一碗营养丰富的滋补汤。她要么给客人一碗
肉汤，要么是一小块在牛粪火上烤熟的肥羊尾。汤是他们的主食，除了加入少量的盐调
味以外，蒙古人很少添加香草、香料、或其他调料。
虽然她的丈夫二十五年前就被塔塔儿人杀害了，但是她现在并不怀疑这个塔塔儿人。塔
塔儿部已经彻底融入了蒙古民族。成吉思汗娶了一个塔塔儿女王，而且在她的要求下，
也娶了她的姐姐。为了给部落里的其他妇女做出一个好榜样，诃额仑收养了一个塔塔儿
孤儿，把他培养成为第一批能够读写蒙古语的人。蒙古人刚刚从维吾尔语借来文字符号
，用以书写蒙古语。他已经成长为一位受人尊敬的领袖人物，虽然他算不上一个伟大的
武士，但是他很快将成为大蒙古国的最高断事官。
当这个塔塔儿人到达时，诃额仑正独自和阿勒塔泥在一起。阿勒塔泥大约十到十四岁，
她可能是诃额仑的孙女，或者是她领养的一个孩子。
诃额仑和阿勒塔泥坐在帐篷的东边，传统上，这是妇女们呆的地方，她们大部分工作都
在这里完成，她们所用的工具也放在那里。按照风俗，即使是最卑微的访客也可以不打
招呼，径自进入帐篷，悄悄地坐在帐篷西边（属于男性）靠近门口的地方。那个塔塔儿
人正是这样做的，他表现得正像一个普通人，一个仆人、乞丐、或其他卑微的求助者。
蒙古包里通常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人们说话要低声细语，如果要打手势，动作一定要轻
，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要伸一下手，或手腕轻轻一转，就可能打到老祖母的额头，
或者打翻一碗热茶，甚至会把支撑帐篷顶部的撑杆或一面墙壁拨拉下来。为了尽可能地
少占地方，蒙古人坐下的时候，很少伸直腿，尤其不会对着火这样做。男人通常会把一
条腿盘在身子底下，另一条腿膝盖顶着胸部，双臂环绕膝盖，甚至把下巴放在膝盖上。
蒙古包内的每个人都会尽力收敛自己，少占空间。
即使诃额仑早就知道这个访客带了一把刀子，她也不会感到惊讶或者担心。牧民经常在
衣服里随身携带刀和其他工具。男人和女人基本上穿着同样的服装，这样的衣服用来藏
东西非常理想。大皮靴腰一直到膝盖，里面足够宽敞，以便冬季可以塞进御寒的毡垫。
蒙古人穿着的主要服装是蒙古袍：这是一种长袍，外边有一条宽皮带或者布腰带用来束
腰，右襟有一排纽扣把袍子上边扣严实。蒙古服装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宽大，这是为了
在寒冷的天气里骑马时能够御寒，同时也为了舒适。蒙古袍总是大得足够容得下一个孩
子、一只羊羔、或其他任何需要保护的东西。由于严寒，牧民们往往把很多东西藏在袍



子里面，例如水和饭盒，以防止冰冻。
蒙古袍的袖子又长又宽大，一把剑可以很容易地藏在里面。由于牧民的手要不停地工作
，因此他们不戴手套，而他们的又宽又长的袖子垂下来就能把手指尖完全盖上。而在冬
天骑马的时候，蒙古人会把缰绳拉进袍子袖子里，既保暖又不影响手感。
诃额仑、阿勒塔泥和那个塔塔儿人除了头发不同以外，穿着几乎完全相同。所有饰物和
性别特征都集中在头部。妇女的头发拉得很高，涂上动物脂肪以免生虱子。为了使额头
显得大些，她们用黄色化妆品涂抹前额。相比之下，男子只在鼻子上方额头中间部分留
一小撮刘海。除了刘海，男子剃光头部大部分地方，只留下每只耳朵上方的头发。他们
从来不剃这里的头发，而是把它编成“角”一样的发髻，一直垂到肩膀，不过，往往因
为长得太长而不得不再盘回到耳朵上边。
大汗的母亲知道如何对付男人，当然也不怕他们。她已经抚养过十个男孩，包括四个与
她丈夫生的，两个是她丈夫与另一个妻子生的，再加上她守寡后收养的四个儿子。即使
是现在，她身边还有两个孩子，至少有一个儿子或孙子和这个怀揣凶器的塔塔儿人年纪
相若。这个塔塔儿人现在离她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她的晚年，诃额仑不仅要抚养阿勒塔泥，而且要抚养成吉思汗最小的儿子，也是她最
小的孙子，拖雷。拖雷刚刚长到可以独自在蒙古包外面跑来跑去的年龄。孩子从能爬的
时候开始就要受到很多限制。大人要把婴儿轻轻地抱在怀里，并不断地从一个人怀里换
到另外一个人怀里，如果必要，要用绳子把他们紧紧地拴住，以防止他们被火烧伤。
拖雷现在已经四、五岁了，可以自己走到炉边而不会烧伤自己了。作为年纪最小的男孩
，他享有特权，被称为斡惕赤斤或鄂特冈，即守灶者。因为他是母亲生下的最后一个儿
子，因此他与过去的联系最为密切：在他身上寄托着家族的荣誉和未来的希望。终有一
天，他将负责照顾他年迈的父母，他可以继承他们的牲畜和家产。他的父母给他起名叫
拖雷，意思是指蒙古包中央生火用的三块石头，象征意义非常明显。
汤还没有热好，小拖雷便掀开毛毡门帘，冲进蒙古包。这个四岁男孩非常顽皮，他跑进
蒙古包，并没有打算做什么，很快便又跑了出去。这时，那个塔塔儿人怒火中烧，终于
爆发了。没有任何警告，在拖雷再次跑进门内之前，那个陌生人从他的座位上一跃而起
，一把抓住拖雷，双臂夹着他跑了出去。抢走一个家庭的幼子意味着夺去这个家庭的继
承人。而失去守灶者，除了造成长辈感情上的痛苦以外，这样的损失和失去祖先的支持
和常青天的祝福一样，具有严重的属灵意味，甚至会危及成吉思汗的事业。
祖母还没有来得及大喊救人，阿勒塔泥便跳起来，撕开门口的毡帘，冲出去追击绑匪。
当她快追上时，那个塔塔儿人掏出了刀子。拖雷挣扎着想逃脱，但无济于事。凶手试图
用他的手臂搂住拖雷，然后用刀刺向这个男孩的颈部或心脏。就在塔塔儿人摆弄好拖雷
，准备动刀的时候，阿勒塔泥一下跳到了他身上。用《秘史》的话说，“揪其练椎”，
练椎就是耳朵上的大辫子，“另手执其抽刀之手。”她竭力把塔塔儿人的胳膊压低，以
免武器伤着拖雷，“曳而使其脱其刀矣。”
即使在解除攻击者的武装以后，阿勒塔泥仍紧紧地箍着他，而绑匪同样紧紧地抱着孩子
，塔塔儿人竭力挣脱，试图逃跑。阿勒塔泥独自一人无法制服他，但是因为她的体重和
紧紧的搂抱，绑匪也无法摆脱她，带着男孩逃走。
在蒙古包后面，两个卫士刚刚把牛杀死，并开始屠宰，突然，他们听到了惨叫声，于是
一把扔掉了牛肉，循着阿勒塔泥和塔塔儿人厮打的声音快速跑过去。两人手里攥着屠宰
工具，“红拳执斧赶来。”卫士举起斧头击中了塔塔儿人。阿勒塔泥一把抓住拖雷，把
他拉到一边，而两名卫士用斧头和刀结束了刺客的性命。



事件发生后不久，两个卫士就开始为到底谁救了孩子一命发生了争执：是用斧头把绑架
者打晕的那位还是用刀把他劈开的那位。他们沾沾自喜，自吹自擂，大声问：“若非我
等急趋至而杀之，则阿勒塔泥妇人，其如之何也？”那个绑匪“必害儿之性命矣。”
阿勒塔泥听到了他们的自我吹嘘，于是据理反驳。她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应该得到承认
。“若非我趋出追及，揪其练椎，曳其抽刀之手，不使失脱其刀，比及哲台，者勒篾二
人至，岂不已害儿之性命欤？”
虽然者勒篾和哲台都得到了奖励和晋升，但是成吉思汗清楚谁是这一事件中的真正英雄
，“言讫，首功乃归阿勒塔泥矣。”成吉思汗把她树立为众人的榜样。在蒙古人看来，
挑战选择了我们，但我们选择如何回应挑战。命运带来机遇和不幸，而我们生命的价值
往往取决于那些非常的时刻。
蒙古人，尤其是成吉思汗，非常重视非常时刻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这些往往不仅是显
示个人性格的关键时刻，而且是显示个人精神和灵魂的关键时刻。许多人会被恐惧吓倒
，或因为优柔寡断而失败。而英雄则奋起行动，尽管往往会失败，但屡败屡战，决不轻
言放弃。这种人属于接受了上天祝福和激励的精神贵族，充满了坚韧不屈精神的把阿秃
儿。“把阿秃儿”这个词通常翻译为“英雄”，是蒙古语中一个很重要的词语，比较强
调行为背后的个人意志。
成吉思汗一直在呼召把阿秃儿为自己效力，他需要这些不计个人得失，甚至甘愿牺牲生
命，当机立断的英雄。同具有超人体力的希腊男性英雄不同的是，把阿秃儿既可以是男
性，也可以是女性；可能年轻，也可能年老；而且往往只是一个孩子，正如这次事件中
所发生的一样。最重要的是，任何家庭都可能产生把阿秃儿。就成吉思汗的经验来看，
把阿秃儿很少产生于富裕家庭，或强大的贵族家庭。成吉思汗如此重视把阿秃儿精神，
以至于他的军事和政治制度就是以这种精神为基础而建立的。在他看来，理想的政府应
该由这些具有英雄气概的精英，真正的精神贵族来统治。
在这方面，成吉思汗和他身边那些自认为天生贵族的人观点很不一样。这些老部族世世
代代一直主宰着草原部落，并拥有因其祖先的行动而赢得的与生俱来的权力。这种障碍
比其他任何障碍都要大，这种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曾经影响过成吉思汗早年的生活
。世袭贵族是他永远的敌人，他试图通过招聚勇敢的精神贵族把阿秃儿，击败他们。
成吉思汗一生都被视为局外人，低人一等。蒙古人实际上是草原上的入侵者。他们本来
是遥远的北方湖泊和林区的猎户，最初住在用树皮搭成的锥形的临时帐篷中。许多年后
，他们已逐渐从斡难河和克鲁伦河源头的不儿罕合勒敦山区迁移出来，此地在现代蒙古
的中部地区。
当打不到猎物时，他们会洗劫游牧部落，盗窃牲畜、妇女，见什么就偷什么，然后逃回
山区老巢藏身。古老的突厥草原部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以游牧为生，他们看不起原始的
蒙古人，把他们看作附庸，并要求他们进贡森林里的毛皮和野味做礼物。他们发现，蒙
古人有时很有用，蒙古勇士可以在作战时帮助他们，或帮他们放牧牲畜，他们有时也会
偷蒙古女人。但总体而言，文明开化的游牧部族塔塔儿部、乃蛮部、以及克烈部是看不
起蒙古人的。
圆面孔，高颧骨，腿部因骑马而显著弯曲，蒙古人的外貌与他们的亚洲邻居截然不同。
他们的皮肤非常苍白，经常涂抹动物脂肪以保持润滑，几乎没有体毛，因此，一个南亚
历史学家写道，蒙古人“看起来像一大群白色的魔鬼。”由于一直生活在严寒中，他们
几乎半透明的脸颊呈红色，以至于被描写为有“火一样的面孔。”
他们的嘴巴阔大，牙齿大而整齐，由于饮食中缺乏淀粉，不易生蛀牙，牙齿也不变色。



除了皮服颜色外，蒙古族最鲜明的特点当属眼睛的形状。有几个中国观察家曾专门谈到
蒙古人非同寻常的眼皮，因为这些游牧民族没有双眼皮。只有在年老以后，或者当他们
累了，眼帘上部的肌肤才会出现一个大的褶皱。波斯观察家则说蒙古人有一双“猫眼睛
”。另一位穆斯林史学家写道，“他们的眼睛非常窄小，但却异常敏锐，简直就像在一
个红铜容器上钻了一个洞。”
蒙古西部的基督教乃蛮部女王古儿别苏曾这样总结过开化的草原居民对蒙古人的态度：
“蒙古百姓味恶而衣垢者也，且宜远之。”当然她也勉强承认，有些蒙古妇女可能会有
点用处：“脱有略清俊之媳妇、室女，姑令取来，俾盥其手足，但使其挤牛乳羊乳则可
也。”
成吉思汗就是从这个不起眼的边缘部落的一个被遗弃的卑微的家庭中长大成人的。他是
由一个被俘女子生下的，他父亲给他起名叫铁木真，因为他刚刚杀死一个叫铁木真的塔
塔儿勇士。他的父亲属于孛儿只今氏族，虽然他们自己曾经立过一个汗，但是他们现在
效忠于任何需要他们的部落首领。在这孩子九岁时，塔塔儿人杀死了他的父亲，但他自
己的蒙古亲戚犯下了侵害铁木真家庭的最严重的罪行。他的叔叔觉得自己没有责任帮助
这个被俘虏的女人和她生育的孩子，于是把铁木真死去的父亲的牲畜夺走，要把这个寡
妇和孩子遗弃在草原严酷的冬天冻饿而死。当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活下来后，年轻的铁木
真却被泰亦赤乌惕部抓住，他们把他变成奴隶，用木枷像枷牛那样锁住他。最后他挣脱
枷锁，逃到了一个最偏僻的地方，在那里照料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
作为一个弃儿，铁木真和三个亲兄弟、两个同父异母兄弟，还有一个很小的妹妹生活在
一起，因此，他是在男孩包围中长大的，这个家庭没有成年男子，也没有女孩子。从他
一生下来，铁木真的男性亲属就多次欺侮他，并在最关键时刻威胁他的生命。在他十二
岁时，比他年长的同父异母兄弟欺负他，让他非常愤怒，于是，他一怒之下便把他杀死
。
大约在1279年，他和孛儿帖结婚，孛儿帖是他母亲的远亲，一个草原部落的女孩。结婚
时他大约十六岁，而她大约十七岁。这对夫妇本来要一生相厮守，可是篾儿乞仇敌突然
袭击他们，抢走了孛儿帖，并把她许配给了另一个男人。铁木真心急火燎，急于把他的
新婚妻子救出来，于是一直跟踪并保护着孛儿帖，在这个过程中杀死了许多篾儿乞人，
显示了他顽强的精神，以及不择手段，敢于采用任何暴力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无情和残
忍。
孛儿帖被绑架迫使年轻的铁木真开始介入草原政治，这种政治的特点是各派系长期存在
着某种程度的敌意，有时会突然爆发，造成惊人的暴力和破坏。为了从篾儿乞人手中救
出孛儿帖，他与当时草原上最强大的克烈部部长王罕结盟，也与他儿时的朋友扎木合结
盟。随着新盟友的到来，也引来了新的敌人，这个在草原上成长起来的男孩发现自己被
卷进草原政治的王朝斗争、宗族纠纷、以及形形色色绝望的背叛的漩涡之中。
对于克烈部来说，铁木真同他父亲以及他的孛儿只斤家族的所有人一样，只不过是一个
蒙古附庸而已，需要的时候可以派他去作战，或者执行比较危险或索然无味的任务。成
吉思汗以为，通过他的绝对忠诚以及他在战役中取得的胜利，他将得到主人的青睐。

显示全部信息

javascript:void(0);


版权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