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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9年夏天，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战
争结束，马可与其他战俘被一同释放。马可
回到了威尼斯，娶了一位名女子为妻，并与她
生了 3 个女儿。他再没有出远门，大部分时
间都留在威尼斯，直到1324年1月去世。据
传，马可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只说
出了我所见的一半！”他在游记中早已事先声
明：“有些事情没有见过，而是从值得信任的
人那里听来的。因此，那些见过的事即说见
过，其余的都是听来的。”

马可逝世后，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游记
中的一些“疏忽遗漏”产生诸多疑惑——他在
中国生活了多年没有注意，甚至只字未提一
些显而易见的中国事物，比如，为什么他在当

时的中国境内多次旅行却没有察觉到长城的
存在？其中一种解释是马可走的是南方的某
条路线，还有的解释说古长城并没有明代长
城那么宏伟，所以马可没有提到它。而关于
他的书中没有提及中国人喝茶等事宜，可能
是因为他常与蒙古人一起生活，也可能是因
为游记内容在监狱牢房中形成，且是口述，记
录者考虑到读者的兴趣进行了取舍。

关于马可曾担任元代的高官，中国方
面的方志史料均未有记载。不过，1865 年
一位法国汉学家考证认为，《元史》上记载
的一位名叫“孛罗”的高官有可能就是马
可·波罗。

据《环球时报》

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正举办得如火如
荼，20支球队在绿茵场上为人们带来竞技
盛宴。据“足球历史”网站报道，现代足球
兴起于英国，拥有一段丰富的演变历史。
如今的英国足球实力强劲，其4支球队即
英格兰队、苏格兰队、威尔士队和北爱尔兰
队，都能参加世界杯，但鲜有人知，这样一
个传统足球强国也有“不提倡踢球”的时
候，从14世纪到16世纪，当地的足球禁令
断断续续施行近200年。

“市民在公共场地上争夺足球过于喧
闹，还可能引发许多上帝禁止的罪恶，我
们代表国王命令禁止这种游戏，违者将被
监禁。”1314年，在英王爱德华二世的支持
下，伦敦市长颁布法令，这是足球运动在
英国被首次禁止。

当时英国的足球运动规则较为宽松，
游戏玩家数量没有限制，在击球过程中可
以使用工具，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没有专
门的比赛场地，经常出现“一群人在公共
场合拿着棍棒，对一个球你争我夺的情
况”。

据英国历史网站“历史打击”记载，
1280年，在英格兰诺森伯兰郡的一场比赛
中，一名球员撞到对手的利器，不治身
亡。1303年，一名牛津大学学生在学校东
门大街玩足球，被利器刺伤，伤势严重。
诸多严重伤害事件引起当局注意，为确保
社会治安，足球禁令出台实施。

1363年，英王爱德华三世也宣布禁止
足球及相关游戏:“我们下令禁止任何投掷
石头、木头和铁的行为；禁止足球或曲棍
球；禁止斗鸡或者其他无聊的游戏，违者
将被处以监禁。”但这次英王颁布足球禁
令似乎并不只是为了社会治安，2年后，爱
德华三世就颁布了《射箭法》，要求所有子
民在周日练习射箭，并规定任何妨碍射箭
的运动都是非法的。

1337 年至 1513 年，正值英法百年战
争、英国内部红白玫瑰战争之际，除了爱
德华三世，理查二世、亨利四世等国王也
认为足球运动妨碍他们的臣民练习射箭，
便颁布法律予以阻止，因此英国足球断断
续续被禁止长达近200年。

任何战争都需要强大的兵力支持，对
于英格兰人来说，长弓是必不可少的，而
一个合格长弓手的培养时间差不多需要2
年到 3 年。英格兰长弓约长 2 米，仅箭杆
就长达90厘米，拉弓射箭无疑需要持弓人
有很大力气，上阵瞄准杀敌更是需要长期
大量的训练。英格兰长弓手基本来自自
由民，也就是志愿兵，不算是国家的“职业
军人”，所以这些自由民平时除了训练，还
有更重要的谋生任务——干农活。如果
大家都踢足球，训练不足，对于一味支出
兵器补贴的国王来说就“得不偿失”了。

英国历史上的许多国王并不富裕，经
常要向外借贷，战败就意味着丧权、破
产。或许在这些国王的眼里，踢足球就相
当于当代学生玩电子游戏，是妥妥的不务
正业浪费时间。 据《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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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700年，马可•波罗留下不少谜

人们描绘了 19 世纪剑桥的一场足
球比赛。

省时间练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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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根据马可·波罗的游记内容形成的艺术作品——“伟大的大汗在4
头大象抬着的房间里”。

今年是马可·波罗逝世
700周年。“没有任何时代的
一个人像马可·波罗那样看到
并找到了那么多的绝妙事
物。”意大利文版《马可·波罗
游记》里有这样一句评语。马
可·波罗是促进中意友好的重
要先驱人物之一。美国《生
活》杂志曾评选4位在1000
年至 1999 年之间对中国历
史进程及中外关系产生重大
影响的外国人，马可·波罗就
是其中之一。

1254年，马可·波罗出生在一个威尼斯
富商家庭。母亲早逝，父亲尼科洛和叔父
玛窦长期在外经商，马可被家族亲戚们抚
养长大，从小接受了良好教育，阅读许多古
典名著。在商人家庭的氛围熏陶下，马可
还掌握了估价、外汇交易和货船操作等外
出经商的技能。

马可的父亲和叔父曾长期留居君士坦
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之后，两兄弟
来到港口城市索尔达亚（今乌克兰苏达克）
居住。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来，君士坦
丁堡一直处于拉丁人的控制之下，1261年，
君士坦丁堡重新被拜占庭征服。时局动
荡，回家之路道阻且长，因此尼科洛和玛窦

转向东方，开始从事丝绸、宝石、毛皮、香料
等贸易。

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待了3
年后，他们在蒙古帝国使团的鼓励下前往
蒙古帝国觐见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他
们在那里受到优待，大汗对西方诸事颇感
兴趣，垂询甚多，涉及国土治理、司法诉讼、
战争、庶务以及教会等风俗。一年后，忽必
烈派波罗兄弟回到欧洲，令其将一封信转
交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信中，忽必烈请教
皇派100名博学之人到东方，给他的子民传
授西方知识，此外，忽必烈还希望获得耶路
撒冷圣墓的灯油。

1269年，尼科洛和玛窦返回威尼斯，马

可这个时候已经15岁了。两年后，波罗两
兄弟带上17岁的马可乘船开启东方之旅，
应忽必烈的要求，他们从耶路撒冷的圣墓
教堂带上一些灯油。新当选的教皇格里高
利十世命他们携带礼物和文书前往中国，
还给他们配了两名同行修士。由于没有找
到称心的船只，他们选择走陆上贸易线，途
经亚美尼亚、波斯和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
原。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们长途跋涉，穿
越沙漠、高山隘口，走过各种崎岖地形，沿
途遇到形形色色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
人。1275 年 5 月，波罗一家抵达了元上都
忽必烈夏宫，忽必烈则派出皇家护卫队迎
接。

波罗一行人谦恭有礼地拜见大汗，将
教皇所授文书以及耶路撒冷的圣油奉上，
大汗热情款待，并对马可的到来表示欢
迎。此后的日子里，忽必烈又将波罗一家
带入元大都（今北京），马可开始熟悉中国
风俗、语言，以及书法、战术，认为东方的
战术“精练至不可思议”。见马可这个年
轻人“甚聪明，凡事皆能领会”，大汗开始
重用他，“见他学问精进，仪态端方之时”，
命他为官方使节出使。大汗喜欢搜罗各
地风俗人情，马可便格外留意出使途中的
奇闻轶事和风土习俗，仔细记录以便返回
汇报。

归来谒见之时，马可详细报告见闻，
大汗及其下属都惊异不已，纷纷称赞。
在忽必烈身边的十几年里，马可经常奉
命出使往来各地，足迹到达缅甸、印度多

地。“他人既聪明，又能揣知大汗之一切
嗜好。”大汗对他青眼有加，提供优渥待
遇。

忽必烈年近七旬时，波斯君主阿鲁浑
之妃逝去，派使者前来中国请赐蒙古贵族
之女为妃。大汗赐婚阔阔真公主，命波罗
一家护送公主前往波斯。他们此行选择
了海路，携带大汗转致教皇和欧洲君主的
书信，以及 600 多名随从泉州登船出发。
出发 3 个月后抵达爪哇，在印度洋上航行
18 个月后抵达波斯目的地。但他们到达
时，阿鲁浑已去世，阔阔真公主嫁给了阿
鲁浑之子。

一路行来，600人的队伍所剩无几。历
史上对这次海上旅行的记载非常有限，马
可的游记中也没有解释死亡人数如此之多
的原因。人们进行各种猜测，包括坏血病、

霍乱、溺水、海盗袭击等。
1295 年，波罗一家途经黑海到达君

士坦丁堡，之后终于返回家乡威尼斯。
当时威尼斯正与邻近的热那亚发生激烈
冲突，马可参加了对热那亚的战事，在指
挥一艘威尼斯船作战时被敌方军队俘
虏。随后他被囚禁在热那亚，狱中遇到
一个名叫拉斯蒂切罗的狱友。此人来自
比萨，是一位浪漫小说作家。在交谈中，
拉斯蒂切罗很快被马可讲述的关于遥远
东方的故事吸引，鼓励马可将自己的冒
险故事口述给他听，他则运用自己的文
笔描绘出一个“童话般的世界”，《马可·
波罗游记》就这样诞生了——“那样的遥
远，土地是那样的辽阔无边，既文明又富
庶，远远超过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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