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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十六世紀明朝與歐亞各國關係研究 

 努爾蘭（Nurlan Kenzheakhmet） 

紮爾巴耶夫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漢學研究中心獎助訪問學人 

我的演講探討帖木兒帝國以及金帳汗國瓦解之後，明朝在西域所面對的

幾支勢力： 

一、在中亞，成吉思汗長子術赤後裔在伏爾加河下遊和今哈薩克斯坦中

部、西部建立的白帳汗國，即阿克額耳朵 （Aq Orda，意爲白帳），明人稱

為脫忽麻或脫火麻。 

二、十五世紀中葉，白帳汗國統治者巴拉克可汗之子劄尼癿建立了哈薩

克汗國，明人稱為額即癿哈辛（卒）； 

三、昔班南滅帖木兒貴族割據勢力，在以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為中心綠

洲農耕區建立的昔班王朝，明人稱其創建者昔班為「番王沙亦癿」，稱其國

家為「撒馬兒罕」或「撒馬兒罕之地」。 

四、在西亞，奧斯曼帝國與明朝建立了密切的外交、經濟往來關系，按

照不同的《明實錄》記載，明人稱之為肉迷（1423-45）、戎地、戎地面

（1437-59）、魯迷（1524-1618）。 

五、在歐洲，早在 1488年，意大利派遣使者與明廷互通友好。明代

《西域土地人物圖》等中國地圖出現意大利及地中海基督徒城市。到目前為

止，學者認為，萬歷年間（1573-1620）意大裏雅/意大裏亞國與明朝建立關

系，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其實，比利瑪竇早一百年，明人以「日落國」或

「魯密帖裏牙」來稱呼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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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介紹： 

努爾蘭（Nurlan Kenzheakhmet），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籍，現為哈薩克斯

坦紮爾巴耶夫大學（Nazarbayev University）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努爾

蘭教授曾負笈於新疆大學，2007年獲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之後陸續

於哈薩克的馬爾古蘭考古機構（The Margul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德

國波昂大學（Bonn University）等單位研究及教學。主要研究領域是十五至

十六世紀明朝與歐亞大陸的關係。努爾蘭教授通曉漢語、俄語及土耳其語，

將有助於整理及比對相關諸國的史料。本年獲得漢學研究中心獎助，來臺研

究主題即為本次演講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