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国早期来华的重要使臣

斯帕法里其人其事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黄定天

斯帕法里系俄国早期来华的重要使臣之但他并非俄罗斯人，他的

祖先是希腊人 ， 其出生地曾是罗马尼亚公国的-部分。 斯帕法里少年时游

学于奥斯曼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的帕多瓦 ， 青年时棍迹于欧洲几国

的宫廷 。 到俄国外务衙门供职后被沙皇选中率团出使中国， 因而在早期中

俄关系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 他返回莫斯科后，向外务衙门呈交了四部关于

中国的重要书稿，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以各种文字广为流传，产生了重要

影响 。

从摩尔达维亚到莫斯科

尼古拉·加 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① . 1625 年@出生于摩尔达维

① 聋子斯'自缝里的名字用法不主要有以下三';，JI!果.. JIIIU焰111'警 米列斯库{且

中国社会科学匾量代史研究所{纱帽'华.I!) l! JI!古植 '111夫且槽111.. 斯帕法盟(事联

科学.量东蜀!lI:!跨， <十七世跑幢中呈&)， e.剧， <Il国..古·啡 11) ， JI!古拉 噩'

什·卡匍斯矗， <Il中回国外里宜lliC.)l! '9回华踵'昏'略幽.1-. 且. T. 马尔苏佳的
唱'薯，其中"主为且古拉·加夫匾.111奇·米列斯库·衡"法. . 其实上述三种11<调均无

.候，只矗比'变槐乱.米列斯库量其茸加夫.尔..其a..地的"帽{米列斯库 ) 始他

的命名.他在富蓝供职眉..为 "麟麟'去凰"也有保作 "1所巴遮尔'草".而帕盐") • 

.衔'自法里·的罗马尼里面舍且矗"iIf剑E士" ( -埠*Ø&大利语"利剑.佩剑勺 ，从

此".后'白'最凰 " 即成为他的部名.在离开摩尔沽'隆重主后，他便不再使用米列斯库- 名，

而-直到IE都使用 "1所鞠法盟" 这个名字。 所以称尼古位 '00夫里洛维奇 · 斯帕法里比粮

食追.

l2J 关于斯帕法里的出生年代 ， 也有两种诅法 国 .尔总维亚 M 涅库尔饵编年史槌到， 斯帕法

里出生于 1625 年( 见米亚斯尼科夫 . 绍'位'夫《斯帕法里的著作与时代) . ( 怜 7 页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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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瓦斯卢伊鸟区的一个贵族家庭。 他的父亲名叫加夫里尔.其祖先是伯罗

奔尼撒半岛的希腊人，从南摩里亚(拉科尼亚)迁居于摩尔达维亚，其家

族通过与当地吉卡和社卡两个家族通婚取得丁贵族的地位。

斯帕法里幼年就学于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这里是地中海东

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卫是一座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历史名城。 斯帕法里

在君士坦丁堡希腊总主敏学枝受到多方面的正规敏育，曾在加布列尔·弗

拉西指导下进修。弗拉西是位学识渊博的人，后来任纳夫帕克托斯和阿尔

增大主慧。 斯帕法里天资颇高，又勤奋好学，不久就掌握了古典希腊语和

现代希腊语 、 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卫学习了神学 、 哲学 、 文学和历史。

后来斯帕法里到意大利的帕多瓦，在那里学会了拉T语和意大利语，并掌

握了自然科学和数学原理。 年轻的斯帕法里由于学识广博而丑通晓多种语

言，因而在摩尔达维亚崭篇头角 。

斯帕法里学成之后，应召回到自己的祖国，很快就担任了摩尔达维亚

大公乔治·斯特凡的秘书，后来卫任乔治·斯特凡的继承人乔治·吉卡的

秘书。 这期间，斯帕法里曾被乔治·吉卡委任为一支由 l∞0 人组成的军队

的指挥官，应奥斯曼帝国的要求去特兰斯瓦尼亚执行任务。 乔治·吉卡让

位给斯特法尼茨后，斯帕法里继续担任秘书一职，并且经常和斯特法尼茨

一同出巡，一同进餐同打牌，深受斯特法尼茨的器重。然而，斯帕法

里并不甘心久居人下，图谋取而代之。 他给比萨拉比亚③的统治者送去-封

藏在空心手杖中的信，表露了此意，但那位统治者并不打算支持他，却把

此信交给了斯特法尼茨。蒙在鼓里的斯特法尼茨为此感到震怒，立即派人

{雄-"页;<<%>) 11 (远东同11) 19田年第 2 期 ) . 巴.利的《俄国 I!古 ·中回) .到据

地方当局11<.出生年代在 1625 年嗣后. (且中译本第 1258 页) .与 "理库尔切罐年史一

量.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出生于 1636 年〈见'段，维纳夫 . 基B'I~ (西伯利置与中国扎基

什理夫..尔埠.置固立地圃出版社. 1960 ，第 4 页) . 这种啤法可匾矗当 1676 李鹏'自筐

里遇见.，画布时.麟'鹏'通过事'革会士陶怀仁询问他的年盼，他回答说 40 岁.自此推测而

来. 应当诅 1目5 年这个诅法比'费可倍，因为斯"隆皇鑫军，士组丁堡..a主敏掌後孝习时的

主要惫IiJla布列尔·弗拉西于 1611 - 1632 年糊糊后时期在慎'史任·虫，如果斯'自筐里幽生于

1636 年则不会从帽子姐夫里尔·弗拉西T. 另外，斯"栋里在 16>3 年"巳完a学业，在摩尔

盗罐重公侠身边组佳"瓢，如矗盒子 1日6 年击时才口岁，担任要职的可·位不大. 当时可
雕由于某种皿固，斯帕法量不E肉相，.皇帝诅出自己的真真等僧，固丽"后人撞Itillll.

① 曲事联加盟共和国主 1940 年囱比萨拉比重的大篝分'"岛直兰的小片地IUII$.. 荫里上

曾是罗马尼亚公国的一翻分。

Q) 该地区 14 世纪是摩尔多瓦告国(后与瓦拉几亚公回合并. <l111<罗马尼亚 } 的一鄙分. 16 世

f己越呈现斯曼帝闽统治. 1128 年披沙俄吞并. 1918 竿归iEl'马尼亚 . 19四年英 、 弦、罩、

日"国在巴黎同F马尼亚盎订条约，承认罗马尼亚对该地E的主权 . 1940 年旦并入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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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一把短剑割撑了这位图谋篡位者的鼻于。① 斯帕法里受此侮辱性的

刑罚，无法在摩尔达维亚立足，只得投奔他从前的主人，现任瓦拉几亚@公

侯的乔治·吉卡。 乔治·吉卡欣赏他的才华，收留并重用他，委派他为驻

君士坦丁堡代表。

1644 年，奥斯曼帝国与波兰之间发生战争，乔治·吉卡决定站在波兰

一边反对奥斯曼帝国，想借此机会将瓦拉几亚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解

放出来。 当然，这对乔治·吉卡来说也是铿而走险的事。 此时，乔治·吉卡

的政敌谢尔巴克·坎珞库增到处游说，怂恿乔治·吉卡的部下背叛其主 ， 企

图取代瓦拉儿亚大公的地位 ， 斯帕法里便在坎塔库增的搜意下背叛其主。 结

果，瓦拉几亚并未获得解放，乔治·吉卡当然也被废斟了，而坎增库增也未

能如愿。 斯帕法里背叛了旧主，卫未得到新任大公的信赖.作为巳废公侯驻

奥斯曼帝国京城的代表自然无法待下去，只好走上了流亡之路。

斯帕法里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勃兰登堡@，在那里受到了选帝侯弗里德

里希·威廉的盛情接待。 他在那里一住就是好几年，由于未曾任职，所以

主要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上。 可惜好景不长，斯帕法里失去了威廉的宠信，

只好另走他乡，来到什切青。 他最初的主人乔治·斯特凡正在那里过着流亡

生涯，很快他就被乔治·斯特凡委任为驻瑞典的外交代表而奔赴斯德哥尔摩。

在斯德哥尔摩，斯帕法里结识了法国驻瑞典大使阿尔诺·戴·波旁，

此人同土耳其保皇的冉森教派关系密切。 1667 年 7 月，斯帕法里携带着

戴·波旁和卡尔丸世的信到巴黎渴见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他此行的目的在

于游说法国国王，企图让法国政府出面说服奥斯曼帝国恢复乔治 ·斯特凡

在摩尔达维亚的大公爵位.还企望说服法国国王，建立-个反奥斯曼帝国

的同盟 。 然而.斯帕法里此行并不顺利.西方各国对瓦解奥斯曼帝国一事

并不感兴趣，他只好于翌年返回故乡 。 不久.他的主人乔治·斯特凡死在

了什切青，斯帕法里也不必再为他效力了 。 1671 年，斯帕法里卫来到君士

坦T堡，此时他无依无靠，卫无所事事 ， 但很快得到了耶路撒冷总主教多

@ 在古代拜占匾，倒鼻矗-'"很平常的刑面，并不矗..个鼻子'"，.而矗为曼罚，回τ不

幢楠'住的印记. 黯幢法且'哥量的鼻刑可..于草一提. 也有诅黯翩S配置撞倒去T鼻孔左侧

的草骨.眉来，噩'青幅噩噩在"主噩噩居住时，一曲檀回医生为幢幢了-lj:-功曲手术，
幢幢的鼻子'使罩了原a.

12> 置告国于 14 世E韧噩噩，属匈牙利 o 1411 年艳为奥酣曼帝国的'圃. 16 世但跑完全为奥

斯曼帝国所'在精. 经过妖期斗争，于 1829 年取得自治.后与摩尔多瓦告国合并，形.多到回

仕圈. 1861 年改称罗马尼重世昌.今为罗马尼亚的-部分。

③ 当时属警·士王因.在属北河主流哈韦尔柯醉，现·国槐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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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费伊的赏识。 多西费伊与俄国上层联f;密切，深知斯帕法里年纪虽轻，

却通晓数种东 、 西方语言，又出人过欧洲几个国家的宫廷，颇有外交手段。

恰巧 ， 俄国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写信给多西费伊，希望他向俄国

推荐学识渊博 、 通晓多种语言而又信仰东正敬的人才，斯帕法里自然是最

合适的人逃 。

1671 年 3 月 1 日，斯帕法里携带着多西费伊总主教赞不绝口的荐书从

亚得利亚那堡出发，途经匈牙利和波兰前往俄国。 他在华沙逗留了三个星

期，受到波兰国王的接见。 5 月 28 日，斯帕法里踏上俄国地界，从此.俄

国成为他的第二个祖国。莫斯科曹军霍万斯基在斯摩棱斯克接见了他，了

解并向沙皇禀报了他的情况。 1671 年 12 月 14 日，沙皇降旨，命尼·加·

斯帕法里到外务衙门..终身"服务，任命他为希腊语、拉丁语和沃洛什语

(即摩尔达维亚语)翻译，斯帕法里欣然宣誓就职。 在外务衙门，他被列入

莫斯科贵族的名册，这对于一个异国翻译来说是最高荣誉了 。 斯帕法里不

但能翻译，而且经常编书，工作丑勤奋，特别是他对沙皇和东正教极其忠

诚，所以很快得到掌管外务衙门的重臣、大贵族 A 马特维耶夫的青睐。尽

管他是翻译中最年轻的，但很快就被提升为希腊语、拉丁语等几种语言的

首席翻译，薪水也是翻译中最高的，年薪 100 卢布，不久卫增长到 132 卢

布，每天的膳食费还不计算在内。

二 受沙皇之命出使中国

1673 年 2 月 4 日，沙皇政府决定向中国派遣外交使团，这是俄国派往

中国的第四个外交使团 。 经过 A 马特维耶夫的推荐，斯帕法里被任命为使

团团长。一名外务衙门的翻译，卫是异国人 ， 被委此重任，不能不说是一

种殊荣，而这次出使也成为斯帕法里一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

出便的准备工作足足进行了两年，斯帕法里调阅了外务衙门和西伯利

亚衙门所保存的有关中国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从前几次到过中国的使团

及军役人员 、 商人那里征集来的。 他研究了通往中国的各条道路，搜集到

有关中国的书籍 、 辞典相图像，又领取了等高仪、罗盘仪等用具。经过充

分准备之后，外务衙门于 1675 年 2 月 28 日向斯帕法里下达了训寺 。 这个制iI

令长达万余言，内容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其要点是:探明俄国通往中国

最便捷的路线;考察中国的国情 、 军备、民俗;探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革

及通商贸易关系的可能性等。

1675 年 3 月 3 日，斯帕法里率领着颇具规模的使团离开莫斯科前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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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他的主要随员包括 两名贵族一一希腊人廉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格

列恰宁和阿拉伯血统的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利万诺夫，两名外务衙门

的书吏-一尼基福尔 韦纽科夫和伊万·法沃罗夫，两名首饰和药材专

家一-希腊人斯皮里顿·叶夫斯塔菲耶夫和伊万·尤里耶夫 。 此外，涅尔

琴斯克军役贵族米洛瓦诺夫被派遣先赴北京联系 。 使团还携带了约值 2700

卢布的租皮 、 黑狐皮 、 呢绒 、 珊猢串珠、镜子、钟表以及现用等物品，作

为馈赠礼品和贸易用 。 使团经近一个月的跋涉来到托梅尔斯克，在那里卫

配备了 6 名当地的军役贵族、 6 名驯华人员、 l 名神甫、 1 名通译及 40 名哥

萨克步兵和骑兵，使这个使团成为-直 150 余人的庞大队伍。 9 月 5 日 ，使

团抵达伊尔库茨克。 在那里，斯帕法里特别会见了 1667 年叛国投俄的鄂温

克王公根特木尔 。 清政府曾多次向俄国提出引渡根特本尔，但均遭无理拒

绝，这时斯帕法里再次向根特本尔保证，决不会把他交还清政府。

1676 年 1 月 26 日，使团来到中国北方重镇 、 撒江畔的卡魁村(齐齐哈

尔) 。 清政府获悉使团入境后，特派礼部侍郎马喇前往卡魁迎接。 3 月 12 日，

马喇与斯帕法里在卡魁首次会晤，双方就两国关系和递交国书的程序等问题

进行了长时间谈判。马喇就 1们0 年康熙帝致沙皇国书中要求俄国停止侵略中

国领土并交还根特木尔两事询问斯帕法里，斯帕法里对清政府提出的这两项

正当要求无言以对，但他却大施外交手腕，诡称由于文字的隔阂，至今还不

知道国书内容。马喇反驳他说，上述国书内容已于当时告知使臣来洛瓦诺夫

和尼布楚督军阿尔申斯基。 斯帕法里却狡辩说.阿尔申斯基因未奉沙皇谕

旨就收下了清朝皇帝的咨文和擅自进行外交往来，已失宠被黝，为了减轻

自己的罪过，他向莫斯科隐瞒了根特木尔一事。 其实，斯帕法呈现知精政

府曾多次提出引渡根特木尔，也清楚沙皇根本不准备交还，就在不久前，

在伊尔库茨克他还当面许诺根特本尔不把他交还清政府。这时他把尼布楚

督军阿尔申斯基的退休说成是披圃，并谎称不知根特木尔一事，把全部责

任推到了阿尔申斯基身上。双方在当地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预备性谈判，斯

帕法里充分施展了他的外交手段，避重就轻，软'硬泡，使马喇无计可施。

1676 年 4 月 17 日 ，经清政府同意，俄国外交使团在清朗官员的妒退

下，从卡魁前往北京。 斯帕法里-行经松辽平原及热河等地，于 5 月 15 日

抵达北京。 在京期间，斯帕法里坚持不肯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先将国书送

礼部翻译，然后呈皇帝阅，而要直接递交康熙帝。 双方就此问题卫僵持了

近一个月，无奈，清政府只得采取妥协办法。 6 月 5 日，在午门特设一张铺

着黄绸的御案，斯帕法里把国书放于此案上，完成了递交国书的仪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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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达到了他的要求。 6 月 8 日，斯帕法里按照出使前沙皇政府给他的训

令，卫向清政府递交了一份用拉丁文书写的照会。 斯帕法里根据自己对训

令的理解将它浓缩为 12 条，其内容包括，释放被中国俘虏的哥萨克官兵;

中国派使团携带宝石、金银 、 绸缎等赴俄 "报聘..中国每年向俄国输出白

银 4响。普特及各种宝石;俄商得在中国各地自由贸易;等等。 由于这一时

期沙皇政府刚刚镇压了斯杰潘·拉辛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国库十分空

虚，同时由于第三次英荷战争的影响，俄国同西欧的贸易额日益缩小，因

而促使沙皇政府急需扩大中国市场，以增加国库收入。 所以，斯帕法里忠

实地依照训令 ， 把经济贸易往来摆在了重要位置。 然而，照会中对清政府

多次提出要求俄国停止领土侵略 、 引渡根特木尔等问题却只字不提。 不难

看出，沙皇政府，包括直接担负外交使命的斯帕法里，对清政府提出的两

项改善中俄关系的根本性问题完全采取了拒绝的态度 。

尽管斯帕法里蛮不讲理、顽固不化 . 但是清政府还是给予了他应有的

礼遇 。 6 月 15 日，康熙帝召见了斯帕法里，并赐茶给他，此后，卫两次邀

请斯帕法里及其随员人富参加御宴，并曾五次赐宴于使团下榻的宾馆。

8 月 9 日，斯帕法里得到了清政府的最后答复 。 清政府再次重申了希望

俄国停止侵略活动、保持边境安宁租寻l渡根特木尔的要求，并针对斯帕法

里蛮横顽固的外交态度，要求俄国如果再派使者来必须是通情达理的人。

清政府最后表示，如果上述三点俄国不能履行，斯帕法里提出的照会自然

无法作答。 斯帕法里使团站在沙俄扩张主义立场上的外交活动理所当然地

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谈判既无结果，斯帕法里使团己无事可做.于是于 9 月 1 日，携带着康

熙帘赠给沙皇的鞍具、银质水罐 、 绸缎 、 兽皮、茶叶等礼品 ， 分乘创辆大

车离开北京回国。

这次出使虽未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这是沙皇政府同清政府建立正

式外交关系的开端，其意义不可低估。 同时，使团对中国的城乡概貌 、 经

济、地理、民俗 、 商业 、 军事等方面做了一次综合性的实地考察，取得了

宝贵的资料。这些资料和谈判经验很有价值，为后来的俄国外交官员广泛

利用 。 而斯帕法里本人作为沙皇政府派出的使臣，面对闭关锁国、顽固守

旧的清政府这个谈判对手，也可谓不辱使命、尽职尽责了。

斯帕法里在北京期间，还同西方国家在华的耶稣会士进行了广泛接触。

他对这些耶稣会±百般笼络，从他们那里事先了解了清政府对俄国的基本

态度和谈判对策 。 这些耶稣会士也乐得为他出谋划策，传递信息。 特别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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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任钦天监监正及译员的南怀仁，与斯帕法里更是过从甚密 ， 他曾把私绘

的中国地图送给斯帕法里，并把清政府在黑龙江地区的战略计划用拉丁语密

告斯帕法里。 斯帕法里的头脑远远胜过他前几任出使北京的同行，开创了收

买耶稣会士为其政府服务的先河，此后再来华的俄国人无不争相效尤。

斯帕法里出国期间，沙皇逝世，皇太子费奥多尔继位，斯帕法里的靠

山、大贵族 A 马特维耶夫因失宠于新沙皇而被削爵流放。 斯特法里回到俄

国后即受株连，两年之后才回到外务衙门任职，并补受了沙皇对他出使中

国的奖赏。 1681 年，斯帕法里曾被任命为捷姆尼科夫市督军. 1695 年参加

了彼得一世的亚速夫远征. 1678 - 1683 年间曾参加了由 A 维尼乌斯主持编

绘俄国地图的工作。 他与另两位翻译拉夫连季·格罗斯和谢茵 · 拉夫列茨

基还得到了沙皇的特殊恩典，即在沃洛格达县和雅罗斯拉夫尔县"援始他

们三人每人二十家农户，人数不减，以兔其妻事漂泊人间，佛使其于嗣能

够在某-方面为大君主效力" 。

斯帕法里死后葬于何处，无任何记载，可能葬于他长期供职的莫斯科，

也可能葬于佩列亚斯拉夫尔一扎列斯基，因为他在那里为其儿子尼基培和

马克西姆购买了-块拥有 11 家农户的世委领地。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斯帕斯基大门上镑有一块拉丁文题词和一块俄

文题词，题词罩斯帕法里所译.这成为他永久性的纪念。 在太平洋上有一

个名为斯帕法里的小岛，是为纪念他的后代之一一一列昂季·瓦西里耶维

奇·斯帕法里耶夫( 1766 咱 1847 ) 而命名的 。

三 四部关于中国的重要书稿

斯帕法里由于自幼受过良好的多方面的敏膏，卫通畹多种语亩，并曾

周游欧洲列国名城 ， 尤其是出使过被欧洲人认为十分遥远而卫神秘的东方

古国-一中国，因此成为-位学识广博、阅历丰富的人。他的-生虽主要

从事翻译工作，但也编撰了相当数量的著述。 早在任乔治·吉卡驻君士坦

丁堡代表时，他就曾将 〈圣经》从希腊文译成摩尔达维亚文，可惜这部译

著未能保存下来 。 有材料记载说，斯帕法里披其流亡主人乔治·斯特凡援

驻斯德哥尔摩时.曾编写过-部罗马尼亚的编年史，根据他的学识和对历

史的爱好来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因未见到有人读过或收藏过这部编

年史的手稿或抄本的记蟹，因此还无法断言是否真有其事。 其间，他还为

法国驻斯德哥尔摩的使臣阿尔诺·戴·波旁编了一丰《指南}。

斯帕法里在莫斯科外务衙门供职期间是他一生写作活动的高潮，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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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书"是当时外务衙门的职能之一， 安定的生活环槐和优越的工作条件使

他如鱼得水。 1671 句 1674 年短短的几年里，他独自或与人合写了 {数论}、

{圣徒传》 、 {米哈依尔·费多洛维奇统治时代的选举与加冕礼》、{缪斯，或

七门自由科学〉 、{女先知书上{列王纪}、〈论女巫师} 、 {俄国沙皇世系}、

{君士坦丁堡圣萦菲亚敏堂介绍}等著作。他编的{国家书》颇得沙皇阿列

克汹·米晗伊洛维奇的赏识，沙皇不但本人看，还指示皇太于费奥多尔·

阿列克耶维奇阅读。 斯帕法里还编篡过一部 {希腊→斯拉夫 拉丁语辞

典》。 孜孜不倦的写作使他获得了特设的文学奖，并于 1674 年末藐得了沙

皇赐给的 50 卢布貌皮的奖赏 。

斯帕法里的博学和献身精神，被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看中，

而委任为沙皇政府的使臣派往中国。 斯帕法里不同于过去到过中国的俄商

或军役人员，他作为国家级的使臣，除了履示他的外交才能之外，卫发挥

了他作为学者的特长，以其出色的洞察力和勤奋的手笔，将这个在人种、

宗敏、习俗等各方面与西方大相径庭的国度沿途的所见所闻无-不详细记

截，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文字材料。 斯帕法里返回莫斯科后，向外务衙门

呈交了四部书籍的手稿和-部有关从莫斯科到北京的主要道路的 《总示意

图}。 这四部手稿第-部是 {中国纪) .即 {出使报告) .介绍由中国边境到

北京的旅程以及在北京期间的情况。 第二部是 〈旅途日记) .记载从托博尔

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尼布楚)沿途情况。 第三部是 {中国纪事) .这部书共

59 章，附有译自卫匡国的 {黠砸纪》。 第四部是 {单独图册).这个图册和前

述 《且示意图} 在斯帕法里呈给外务衙门的全部材料中至今元人见过，有人

估计所谓 《单独图册} 是斯帕法里绘制的从托博尔斯克到北京的路线图册 。

斯帕法里使团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不亚于-支科学考察队。 他集中了

各种人才的智慧，详尽地搜集了西伯利亚 、 外贝加尔地区通向中国的几条道

路，中国东北和京城以及与中国相邻各国的最新鲜、最翔实也是俄国最急于

知道的情报。沿途凡是值得注意的事情，他都不失时机地做了忠实的记载。

诸如河流、岛屿、丛山、旷野、森林、 飞禽 、 走兽、游鱼，俄国人、 中国人、

士著人种什么作物、开什么矿、信什么神、受谁的统治 、 政敌是谁等等，事

无巨细，无所不包。 仅沿安加拉河一条河 ， 他所观察并记录下来的事物即达

数百项之多 。 他从事的事业可称为开拓性的，他我得的这些材料对于俄国来

说无疑是十分珍贵的，所以被作为机密保存下来，长期未得出版。

斯帕法里的出使在欧洲各国也引起反响，他的手稿引起了各国朝野人

士的兴趣 。 早在 l丁世纪 80 年代末，法国耶稣会士阿弗里尔就曾在莫斯科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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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过这些孚稿 . 并将其中许多资料和地图发表在自己的著作中。 荷兰学者

也将 {中国纪事》 中 {阿穆尔大河的传说》 一章译成荷兰文发表 。 耶路撒

玲总主教多西费伊曾于 1693 年专程派其侄子、圣格罗布斯克修士司祭赫里

桑夫前往莫斯科，命他组织翻译斯帕法垦的 {旅途日记}。 在斯帕法里的亲

自指导下，几名翻译经过艰苦工作，将它译成了希腊文。 这个希腊文译本

的抄本分别收藏在君士坦丁堡和巴黎等地，乔治·西翁卫根据这个抄本翻

译成罗马尼亚文，并于 1889 年在布加勒斯特出版。 此外，在德国柏林也发

现过 17 世纪末由斯帕法里绘制的亚洲和俄国欧洲部分的地图。 总之，斯帕

法里的几种著作，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各国广为流传 . 使欧洲人族得了不

少关于中国一一这个遥远国度的第一手资料。

尽管斯帕法里的著作早已在欧洲以各种文字流传，但在俄国却被封锁

了将近两个世纪。 直到 1853 年 ， (阿穆尔大河的传说}的缩写本才由 T.H

斯帕斯基首次发表，而且还略去了斯帕法里的名字。 到 1882 年，由 10. B. 

阿尔谢尼耶夫出版的全文才署上了原作者名 。 19 世纪末，这部著作卫在莫

斯科和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两次发表。 斯帕法里的 {胀途日记} 和出使

中国的其他手稿在外交部莫斯科总档案馆里足足被封存了两个世纪，直到

1882 年，才自盯 B 阿尔谢尼耶夫发表在圣彼得堡的 {俄国地理学会会

刊·民族志部》 第 IO 卷第 1 期上 。 1906 年. 10. B. 阿尔谢尼耶夫卫根据收

藏在外交部莫斯科总档案馆(现藏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的原本，发

表了斯帕法里的 {出使报告}。 但发表时删去了西伯利亚旅途的那-部分，

因为这些记载在 《旅途日记}中已有详细的反映，此外在{放途日记}中

巴收有的斯帕法里的{奏疏} 也未收入。

斯帕法里最重要的著作《中国纪事}在 17 - 18 世纪有众多的抄本流

传，仅 H. H 齐默尔便发现这部著作的抄本有 36 种，而其最后-如一

{阿穆尔大河的传说} 的抄本竟多达 50 种。这些抄本分藏于圣彼得堡公共

图书馆 、 圣彼得堡古文献爱好者学会、喀山大学、 莫斯科大学历史与俄国

古物学会图书馆 、 外交部莫斯科总档案馆等处，但原本至今是否尚存且藏

于何处则不得而知。 对斯帕法里的著作做过校订工作的 H. <1>.卡塔诺夫于

1910 年在喀山出版了这部著作较为完整的版本，他根据的是喀山 φT. 瓦

西里耶夫所藏的抄本。 1910 年的这个版本是以古教会斯拉夫文体印刷的，

装帧精美，价格昂贵 。

直到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苏联和罗马尼亚仍在编揭出版斯帕法里的

著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