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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唐文化历史成就博大恢宏,具有开创性、集大成性、包容性、辐射性诸多特点,与外部

世界交流交往广泛,影响深远,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历史启示,是长安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对

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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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唐都城长安命名的长安学, 虽然是涵盖面

相当宽泛的学问,但汉唐文化无疑是其最基本、最重

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本文拟就汉唐文化基础层面的

几个问题略陈浅见,以为长安学研究抛砖引玉,并求

教于广大读者。

一、汉唐文化的历史成就

文化 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20世纪 50年

代初, 美国学者收集到的欧美文献中关于文化的定

义便已经多达 160余种, 时至今日恐怕远远不止这

个数字了。这里,我们不打算对文化的定义进行讨

论,而是直接运用文化系统论和文化层次论的观点,

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3个方面,对汉唐

文化的历史成就作一番简要的叙述。

(一 )汉唐物质文化
第一,汉唐物质文化的成就,反映在社会实业的

进步方面。西汉农业生产中牛耕更加普遍, 铁农具

不但在中原地区广泛使用, 而且推广到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铁农具的种类也明显增加, 如铁犁就有铁

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大型犁铧等

多种。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出土的铁犁壁表明,当

时的耕犁改革已有重大发展, 较欧洲使用犁壁要早

1 000多年。东汉时又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曲柄

锄、铁制钩镰等新农具, 至东汉末, 一种水力工具水

碓已普遍使用于农产品加工生产。唐代耕犁更有重

大改进,出现了曲辕犁。其把过去的长直犁辕改为

短曲犁辕,使犁的重量减轻, 操纵灵活省力, 便于深

耕。自此以后,中国的步犁基本定型。在农田灌溉

上, 唐代发明创造了连筒、桶车、筒车、水轮等一系列

新灌溉工具,还出现了利用架空索道的辘轳汲水机

械 机汲 。在手工业生产技术创新方面, 西汉的铁

器中已出现了金属组织相当良好的高碳钢和锻铁制

作的兵器,还出现了彻底柔化处理的铁素体基体的

黑心可锻铸铁, 而欧洲直到 18世纪才使用这种技

术。河南巩县铁生沟出土的铁镬, 具有良好的球状

石墨,还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

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 A级石墨相当。这里发现的

炒钢炉说明西汉的冶铁技术已达到炒钢的崭新阶

段,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东汉时冶

炼使用的水排 (即水力鼓风炉 ) 用力少,见功多, 百

姓便之 [ 1], 欧洲在 12世纪才应用这一技术,比中国

晚 1 000多年。东汉人已经熟练掌握了层叠铸造技

术, 使用石炭 (煤 )作燃料冶铁,利用火井 (天然气 )



煮盐。两汉的纺织技术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972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丝麻织品便是有力的

证明。其中一件素纱禅衣, 薄如蝉翼, 轻若烟雾,重

仅 49克,充分显示了当时高超的纺织技艺。唐代手

工业生产达到更高的水平。武则天让工人毛婆罗用

铜铁铸造高 105尺、径 12尺、八面各径 5尺的天枢,

反映了冶铸技术的高超。从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

金属器皿的切削工艺来看, 盛唐可能已经采用了手

摇足踩的简单车床。唐三彩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

陶瓷技术的新发展, 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1987

年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越窑秘色瓷,青碧晶莹,正

如唐诗所说的那样,是 千峰翠色 ,制作技术极高。

唐纺织技术较汉代更为进步。!旧唐书∀ 五行志#
记载的百鸟裙, 正看为一色, 旁看为一色, 日中为

一色, 影中为一色, 百鸟之状并见裙中 。当时有一
种轻绢,四丈才重半两。唐织造技术之高于此尽显。

从出土的唐纺织品来看, 其品种、花式繁多, 印染精

美,充分显示了非凡的大唐气象。

第二, 汉唐物质文化的成就还体现在众多的发

明创造方面,尤其是纸、雕版印刷和火药的发明,其

意义最为重大。据!汉书∀ 外戚传#记载, 西汉将纸

叫做 赫蹄 。20世纪以来不断出土的西汉纸的实

物,表明当时纸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确已存在。东汉

蔡伦进一步改进造纸技术, 生产出物美价廉的 蔡

侯纸 , 不仅使纸的使用进一步普及,而且逐渐形成

了一套相对定型的造纸工艺。东汉末, 造纸已成为

一个独立的行业,其技术和设备已形成完整的体系,

包含着现代造纸技术的主要环节, 可视为现代造纸

技术的原始形态。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术是雕版印

刷。关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年代目前尚有争议,但

迄今为止所知的最早雕版印刷物为唐代的作品毋庸

置疑, 这就是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咸通九年

( 868)的!金刚经#。可惜此物被盗往国外,而国内

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 1944年成都晚唐墓出土

的!陀罗尼经#。由此可见唐代雕版印刷术已经普
及。当时所印多为佛经和星占、梦占类书籍, 一些著

名诗人的诗集也刊行于世。唐文宗大和年间 ( 827~

835) ,四川及江淮一带民间已有雕版印刷的日历在

市场上出售,这表明唐后期雕版印刷业已相当发达。

火药也是在唐末问世的。这里所说的火药是指黑色

火药, 其主要成分为硝石、硫磺和木炭。最早的火药

是人们在炼制丹药时无意间配制出来的。唐初名医

孙思邈在!丹经内伏硫磺法#一书中, 便叙述了把硫

磺、硝石和含炭植物皂角及生、熟木炭放在一起烧的

硫磺伏火法,此实际上就是早期的火药配方。中唐

的炼丹书!真元妙道要略#已经明确记载, 以硝石、

雄黄 (三硫化二砷 )、硫磺和蜜相合点燃, 会引发强

烈的火焰,这被公认为第一个原初火药的配方单。

自唐末到宋初,这种能引起火焰的药方从术士之手

传到兵器家手中,并被应用于实践,而火药的名字亦

被广泛认知。纸、雕版印刷术和火药,都是中国古代

的重大发明,其对世界文明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自

不待言。

第三, 城市的繁荣与交通的发达也是汉唐物质

文化成就的具体反映。西汉的京师长安,城市规模

超过古罗马城 3倍以上, 常住人口文献记载为 24

万, 学者据考古资料推测不少于 50万,在世界城市

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东汉京师洛阳, 同样是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其他像临淄、邯郸、

宛、成都等也都是两汉时期的大都市,为所在地区的

经济、文化中心。唐都长安规模更为宏大,其南北长

8 651米, 东西宽 9 721米, 面积达 84平方公里, 分

为三部分:宫城为宫殿区, 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

外城划分作 108坊, 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这里不

仅是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而且是著名的

国际性大都市。其常住人口,当如唐诗所言 长安

城中百万家 , 不低于 100万。东都洛阳是唐的第

二大城市, 此外像太原、汴梁、扬州、苏州、杭州、益

州、荆州等都是地区性的大都邑;尤其以扬州、益州

最为繁荣,时人称作 扬一益二 。与城市密切相关
的商业和建筑,汉唐两代也都有突出的发展与进步。

汉长安有九市,唐长安有西市、东市,洛阳有南、北、

西三市,这些都是商业发达的标志。当时不仅国内

商贸繁荣,而且与国外的商业往来频繁,两代畅通的

丝绸之路即是这种往来的重要体现; 唐长安西市中

甚至常年住有西域胡商和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

汉唐的宫殿集中体现了当时建筑技术所达到的最高

水平。今考古发掘的汉唐长安宫殿遗址,规模皆相

当庞大,由此不难想象当年这些皇家殿堂的宏伟壮

观。从现存的唐代建筑,如山西五台县的南禅寺、佛

光寺大殿,西安的大、小雁塔等, 我们仍可亲眼目睹

大唐建筑的风貌。汉代的陆路交通线,主要是自长

安东出函谷关,经洛阳复循济渎抵定陶而直达临淄

的贯通东西的干线。由此干线,延伸出三支分干线:

一是自洛阳渡河,经邺县、邯郸,以通涿蓟,为东北干

线; 二是自陈留沿鸿沟、颍水入淮,更向南沿淝水、巢

湖以达长江,为东南第一干线;三是自定陶经泗水入

淮, 复沿邗沟以达长江, 为东南第二干线。此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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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关中出武关东南向,经南阳至南郡和更远的吴、楚

地区的南阳南郡道;由关中通往西北的陇西北地道,

即著名的丝绸之路东段; 以及汉中巴蜀道 (越秦岭

通往汉中、四川 )、北边道 (沿长城的干线 )、并海道

(东部滨海的干线 )等。当时的水路交通, 除内河航

运之外,海运也很发达,主要的海港都会, 一是会稽

郡的东冶,一是南海郡的番禺。东汉时,航线已越过

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 甚或到红海。唐代陆路交

通以长安为中心, 主要有 4条干线: ( 1)往东经洛

阳、汴州达山东半岛; 又自汴州北上幽州, 南下扬州。

( 2)往西北经兰州、敦煌通西域; 又自兰州经鄯州达

吐蕃。 ( 3)往西南经汉中到成都, 经云州通回纥。

( 4)往南经襄州、谭州、衡州到广州; 又自衡州通邕

州。水路海运线较汉代又有扩展, 不过因大运河沟

通南北水道而带动国内水运的大发展, 似乎更令人

瞩目。

(二 )汉唐制度文化
汉唐制度文化的成就,集中体现在其政治制度

上,尤其职官与选官制度是最主要的方面。

两汉中央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制。所谓 三公 ,
西汉前期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为百官之

长,总理中央行政事务,职权无所不统无所不包。太

尉是执掌军事的最高长官。御史大夫位副丞相,主

要掌管监察工作。后来随着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化,

三公名称、职掌等均有所变化, 至东汉则为太尉、司

徒、司空,又称 三司 。所谓 九卿 ,是指三公以下
中央各职能部门的长官, 有太常, 掌礼仪祭祀; 光禄

勋,掌宿卫宫殿门户; 卫尉, 掌宫门卫屯兵;太仆,掌

舆马; 廷尉, 掌刑辟; 大鸿胪, 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

夷;宗正,掌宗室亲属;大司农, 掌谷货;少府,掌皇室

供养。地方实行的是郡县制。郡的长官为太守,次

为都尉。太守掌治其郡, 有丞为助理, 边郡又设长

史。都尉辅佐太守掌管军事,东汉时其职并归太守,

其官省罢。县万户以上设令,不足万户置长,为一县

之长官, 并设丞、尉以为助理。汉武帝时于郡上设

州,为监察区。州置刺史负责监察本州内郡县政务。

东汉时,刺史 (亦称牧 )权力逐渐增大, 以致演变成

州、郡、县的三级地方行政体制。唐代中央实行的是

三省六部制。这是由秦汉三公九卿制发展而来的一

种与近现代政府结构更加接近的官僚制度。所谓

三省 ,指尚书省 (或称中台、文昌台、文昌都省、都

台 ) ∃ ∃ ∃ 总理政务,长官正职为尚书令, 副职为尚书

左、右仆射;中书省 (或称西台、凤阁、紫微省 ) ∃ ∃ ∃
掌拟诏令,长官正职为中书令, 副职为中书侍郎;门

下省 (或称东台、鸾台、黄门省 ) ∃ ∃ ∃ 负责审核中书
草拟之诏令,长官正职为侍中,副职为门下侍郎。所

谓 六部 是尚书省所属的六个办事机构, 具体指吏

部∃ ∃ ∃ 掌官吏的任免、升降、考核、赏罚, 下辖吏部、

司封、司勋、考功四司;户部∃ ∃ ∃ 掌户口、土地、赋税、
钱粮、财政收支,下辖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礼

部∃ ∃ ∃ 掌礼仪、祭祀、科举、学校教育, 下辖礼部、祠

部、膳部、主客四司; 兵部∃ ∃ ∃ 掌武官选授及军事行
政, 下辖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 刑部 ∃ ∃ ∃ 掌司
法行政及审判,下辖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 工

部∃ ∃ ∃ 掌工匠、屯田、山泽之政令及办公纸笔等, 下

辖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六部各设尚书、侍郎

为正副长官,各部所辖各司均设郎中、员外郎为正副

长官。唐地方亦实行郡县制,但郡称州 (一度也曾

称郡 )。当时规定, 四万户为上州, 三万户为中州,

三万户以下为下州。州长官称刺史 (改郡时称太

守 )。县分为上、中、中下、下四等, 长官均称令。京

都或陪都所在的县, 称京县或畿县。唐太宗时于州

上设道,为监察区, 长官称观察使, 中唐以后演变为

高一级的行政区;又于边疆要冲地区设都护府,长官

称都护。唐玄宗时,于京城、陪都或行都所在置京都

府,长官称尹或牧。唐初于国内重要卫戍地区置都

督府, 长官称都督。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节度

使∃ ∃ ∃ 一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特别地方长官, 成

为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 (辖区即 道 ), 世称

藩镇 。
两汉选官途径很多,但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是

察举制度。察举即考察后予以荐举。此途选官的基

本步骤是: ( 1)皇帝下诏, 指定举荐科目; ( 2 )丞相、

列侯、公卿及地方郡国按科目要求荐举人才; ( 3)皇

帝亲自对被荐举者进行策问; ( 4)据对策的高下, 区

别授官。察举的科目,由皇帝根据需要而定,名目很

多。其最为重要的有:孝廉∃ ∃ ∃ 按照孝子、廉吏标准
察举人才的科目, 为岁举, 并需由郡国向朝廷荐举,

且有人数限制;茂才 ∃ ∃ ∃ 原称秀才,即察举秀美之才

的意思,东汉时因避刘秀之讳改为现名, 亦为岁举,

但所举人数极少;察廉∃ ∃ ∃ 从已仕官吏中察举廉吏,

为岁举;贤良方正∃ ∃ ∃ 一种察举德才兼备者的科目,

多在遇到日食、地震及自然灾害后举行,举主由皇帝

临时指定,被举的人才送至京师后需经策问。唐代

选官的途径也很多,不过最能体现时代潮流的是科

举制度。科举是继承察举分科举士的特点而全凭考

试成绩选拔人才的制度。唐科举常选类 (即经常之

选, 多指岁举 )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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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算等,不过人们最后所推崇的只有进士一科;制

举类 (即非常之选 )科目, 则由皇帝临时决定; 另还

有武举 (仅实行了一段时间 )。当时考试种类有口

试、帖经 (将所试经书掩盖, 只露出一行, 中间遮住

三个字,让考生把遮住的字写出 )、墨义 (关于经义

的问答,又称问大义 )、策问 (提出若干有关治国方

略、时事政治方面的问题, 由考生回答 )、诗赋 (大都

为五言六韵的排律, 诗体称试帖诗 )。考生一类是

生徒, 即朝廷所设各类学馆及地方州县学馆的学生;

另一类是乡贡, 即不在学馆而被举贡者。科举的预

备试, 生徒在学馆内进行,乡贡的士子需先持身份、

履历证书到州县政府登记报名,然后由州县逐级考

试。预备试合格者, 方能赴京参加正式的科举考

试 ∃ ∃ ∃ 由礼部主持的省试。应试之日,考生自带水、

炭、蜡烛、餐具等,经检查进入考场;答题时间以一日

为限, 至晚仍未交卷,允许燃烛三条; 试卷一般不糊

名。省试被录取称 及第  , 被录取者相互称 同

年 ,第一名叫 状元 。唐时科举及第,只是有了出

身,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要进一步真正做官, 还得

经过吏部或兵部的再选试,称为铨选。

(三 )汉唐精神文化
汉唐精神文化的成就,体现于众多领域,兹分别

介绍如下:

1. 自然科学

两汉天文学十分发达。!淮南子#、!汉书∀ 五
行志#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 比欧洲要早 900多年。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有五大行星运
行的记载,其中关于金星会合周期及恒星周期测值

的精确度令人吃惊。西安交通大学汉墓发现的以写

实为主的二十八宿图, 是世界上最早的星图。!史
记∀天官书#、!汉书∀ 天文志#均较全面、系统记述
了当时的天文学成就, 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当时不仅造浑天仪, 铸铜为像, 建灵台, 以观

天象, 而且对天体结构提出多种学说,出现了如张衡

那样伟大的天文学家。天文学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历

法的进步,西汉已产生了!太初历#、!三统历#一类
精密的历法,东汉末所造!乾象历#,已提出了日食、
月食的算法。一行和尚对天文历法做出的贡献,反

映了唐代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他使用与梁令瓒共同

创制的黄道游仪,发现了恒星位移现象,比英国天文

学家提出的恒星自行观点早近一千年。他又是世界

上首位用科学方法实测子午线的人, 较外国人早近

一个世纪。他还修制了先进的 !大衍历#。从敦煌
石窟中发现的唐代星图 (约 940年 ) ,绘有 1 350多

颗星, 而西方在公元 1 608年发明望远镜之前的星

图最多只有 1 022颗星。与天文历法密切相关的算

学在西汉正式形成, !九章算术#是两汉算学最优秀
的成果。其中第一次记载了负数概念和正负数的加

减运算法则,而印度人到公元 7世纪以后,欧洲人到

16世纪以后,才开始有较明确的负数概念。还有关

于联立方程的解法,法国数学家到 16世纪才得出同

类解法。唐代李淳风等人注释!周髀算经#、!九章
算术#等书,并集成!算经十书#, 为算学典籍的集大
成之作,标志着当时算学的新发展。!十书#对保存
中国古代数学著作做出了贡献, 其中所使用的数学

名词,如分子、分母、开平方、正负、方程等沿用至今。

西汉名医淳于意 (仓公 ) 治病人, 必先切其脉 [ 2] ,

可见当时脉学已有较大发展。中国劳动人民所创造

的独特疗法∃ ∃ ∃ 针灸, 这时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满城汉墓出土的金针和银针, 充分说明了针灸使用

的普遍性。此期出现的!黄帝明堂经#等较系统的
针灸学著作,表明其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成熟。长沙

马王堆女尸和湖北江陵男尸, 在地下埋藏 2 000余

年, 基本完好无损,说明当时防腐技术已相当先进。

东汉名医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把中医临床治理
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号称医圣。另一名医华佗,精

于外科手术,发明了一种口服全身麻醉药麻沸散,为

世界医学史上的杰出成就。唐代医学分科已有杂

疗、疡疮、少小、耳目、口齿、角注等。显庆四年

( 659)颁行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首部由国家颁
布的药典,比欧洲最早的佛罗伦萨药典还要早 800

多年。此书开世界药学著作图文对照的先例, 所载

用白锡、银箔、水银合成银膏作为牙科补充剂, 是世

界上最早使用汞合金补牙的记录, 先于西方 1 000

余年。当时名医辈出,以孙思邈最具代表性,世称药

王。他有关脚气病治疗和预防的论述, 较欧洲早

1 000多年。

2.哲学思想

汉初盛行黄老思想,并形成黄老政治,马王堆汉

墓出土的帛书!十大经#、!经法#、!称#、!道原#等
为其提供了具体的实物依据。汉武帝时,独尊儒术,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派儒学走红。董氏提出的

天人合一 和 天人感应 说, 为其后谶纬迷信思想

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西汉末,谶纬开始盛行;及

刘秀 宣布图谶于天下 , 这种迷信越发兴盛起来,

被称为 内学 。作为谶讳迷信的反对派, 桓谭等人

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王充,更是反对谶

讳、批判唯心论的旗手, 所著!论衡#, 是中国唯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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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想史上的不朽之作。唐代唯心、唯物两种思想

都有新的发展。韩愈反对佛教但又吸收佛教思想,

提出 道统 问题, 建立了新的儒家理论, 开宋代道

学之先声。其弟子李翱, 仿效佛教的修行来改造儒

学,提出了 复性 说, 要求人们灭掉情欲, 从 弗思

弗虑 中求得 至诚 的境界。柳宗元认为,宇宙无

极,元气浑然其中, 天地、元气、阴阳没有意志, 不可

能赏功而罚过。他主张重视人事, 不要空谈天命鬼

神。这些既是对天命论的批判,也是对无神论唯物

思想的发展。刘禹锡进一步补充了柳宗元关于天的

唯物主义思想, 提出了颇具辩证因素的 天与人交

相胜, 还相用 的著名学说,对唯物主义发展做出了

新贡献。

3. 文学艺术

赋与乐府诗,是两汉文学的主要方面。汉赋分

骚体赋与散体大赋两种, 是典型的宫廷文学。前者

盛行于汉初,代表性作家有贾谊、枚乘等。后者全盛

于武帝至成帝间,著名赋家有司马相如、扬雄、东方

朔等。 乐府 为掌管音乐的官署。武帝时, 开始大

规模采集各地民歌。据!汉书∀ 艺文志#记载, 西汉

乐府采集的民歌就有 138首之多。这些民歌以五言

居多, 还有三言、四言、七言。其语言朴实, 形象鲜

明,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民众的呼声,是汉文学

中的瑰宝。两汉传记文学成就也很突出, !史记#、
!汉书#虽为史书,但亦是一流的传记文学作品。在

散文创作上,贾谊、晁错、王充的说理散文,刘向的记

事散文,都达到极高的水平。东汉时文学大体已与

儒学分离,成为文士的一种专业。另外,原先只在民

间流行的五言诗开始兴起, 成为诗作的重要体裁。

唐代是文学大繁荣的时代, 而其中尤以诗歌最为光

彩夺目。仅清人所编!全唐诗#, 即收集了 2 300多

位诗人的 48 900多首诗作,其数量之大, 内容之广,

均属空前。李白、杜甫、白居易是唐代诗人最杰出的

代表。唐代还掀起了一个力图使文体、文风和文学

语言较为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学革新运动∃ ∃ ∃ 古文运
动。其奠基者是初唐的陈子昂, 主将是韩愈。唐中

后期产生的传奇小说, 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脱

离萌芽状态而发育成形。另外,唐时变文盛行,反映

了俗文学的新发展, 其对以后宋人的话本及民间弹

词说唱有很大的影响。汉代宫廷有专门画工负责绘

画,统治者也常以绘画点缀政务。今可见到的汉画

以壁画和石刻画为大宗,前者如洛阳卜千秋墓、和林

格尔墓壁画等,后者如嘉祥武梁祠、肥城孝堂山祠石

刻画等。墓葬帛画也非常典型,如马王堆一、三号墓

和临沂金雀山九号墓出土的帛画等。这些作品都达

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唐代绘画,无论是山水画、

人物画,还是花鸟画、禽兽画, 均有很大的进步。当

时名画家辈出, 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要数吴道玄

(又名吴道子 ) , 被称作 画圣 。此外,寺院、石窟、

陵墓的壁画,亦构成唐代绘画艺术的重要方面。现

存者以敦煌莫高窟壁画最为著名。汉代书法以隶书

为典型,代表作如熹平石经等。其篆书在秦篆的基

础上有所发展,而草书仅处在初创阶段。唐代是书

法艺术的黄金时代, 楷书、行书、草书各种书体都取

得重大进展,且各种书体均出现了影响深远的著名

书法家,其中以颜真卿、柳公权最负盛名,其书体世

称 颜筋柳骨 。汉代雕塑艺术较前有了多方面的

进步,其作品今可见者, 石雕以茂陵霍去病墓石雕群

为代表,陶雕以阳陵彩俑及杨家湾、狮子山兵马俑为

代表,铜雕以武威雷台奔马为代表。唐雕塑作品之

中, 寺庙、石窟的佛教造像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些佛

像造型优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再就是陵墓前

的一些雕刻品,如著名的浮雕 昭陵六骏 , 乾陵、献
陵、顺陵、桥陵的侍臣、龙马、犀牛、狮子、天鹿、鸵鸟

石雕像等。汉世盛行楚乐、楚舞。自武帝以后,乐府

机构不断扩大,乐工达千人之多, 乐人职掌类别达五

十余种。帝都所在的关中, 民间仍然流行秦声。著

名音乐家有李延年等。当时最流行也最具代表性的

舞蹈是 !七盘舞#, 较常见的还有 !巴渝舞#、!剑

舞#、!巾舞#、!踏鞠舞#、!鞞舞#、!沐猴舞#等。唐
代乐舞在民族融合及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 更加

风格多样,优美和谐。太宗时定乐为十部,其后乐又

分为坐部伎 (六种 )和立部伎 (八种 )。当时著名的

音乐家不仅有中国人,而且有外国人,甚至玄宗皇帝

在此领域也颇有作为。舞蹈分为健舞和软舞两类。

前者舞姿雄健,舞曲有剑器、胡旋、胡腾等;后者舞姿

柔软, 舞曲有凉州、回波乐、鸟夜啼等。盛唐流行霓

裳羽衣舞,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对其有非常详尽
的描述。

4.经学与教育

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 在京师设太学,

地方设郡国学,教授儒家经典。当时通行的经书系

用汉隶写成, 称 今文经 ,后来又发现了用汉以前
文字书写的经书,称 古文经 。随着经学与教育的

发展,解经的派别越来越多, 加之今古文的不同, 矛

盾就更多,汉宣帝时举行石渠阁会议,力图统一经义

的解释。西汉后期,经今古文学的矛盾斗争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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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化, 古文经学者争立学官的呼声日趋高涨,他们强

烈要求打破原来朝廷所立博士全是传授今文经学的

局面。王莽时, 古文经学终于取得了合法地位。东

汉之世,今文经学仍然是官方学术的主体,而古文经

学一直未立博士。从发展来看,今文经日趋衰落,古

文经日渐兴盛, 当 郑学 形成, 则完全占了上风。

不过, 这时的古文经学,已经杂糅了今文经学, 是一

种古、今文合流的经学。必须指出的是,章帝朝举行

的白虎观会议,用谶纬来正经学,用官方意志来正经

学,从而使经学与谶纬迷信更紧密结合,以为封建统

治服务。唐代中央一级属国子监领导的学校有国子

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律学、书学、算学, 不属国

子监领导的学校有弘文馆、崇文馆、崇玄学、医学、小

学,另还有中央各业务部门兴办的专业学学校。地

方学校主要是府、州、县学,且与科举制度紧密结合。

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推动当时经学在考订、解释经

文两个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发展。!五经定本#、!开

成石经#、!五经正义#即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官定

经书课本和士子解经的依据。

5. 史学

汉代是史学的创新时期。司马迁的!史记#,开

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 使史书的撰著体例更加适

应时代的需要。班固的!汉书#, 则是纪传体断代史
书的鼻祖,以后的正史皆沿用其例。唐代是史学发

展的重要转折时期。此前史书大都是私家著作,自

唐开始设立史馆,指定专人编修前代和本朝国史,并

令宰相监修。其后, 官修正史作为一种制度沿袭下

来。有唐一代, 修史特别多, 在所谓的二十四史中,

即占八部。

6. 宗教

汉代的宗教主要是早期道教和刚刚传入的佛

教。早期道教分为两大派别:一是曾经领导过黄巾

起义的太平道;一是曾经在汉中建立过政权的五斗

米道 (又称天师道 )。佛教约在西汉末传入中国,汉

明帝曾派人去印度访求佛法,后从大月氏请回印度

僧人, 并在洛阳建白马寺。不过,佛教自传入中国之

始,便与中国文化相融合, 进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

分。唐代佛、道二教都很盛行。唐朝皇帝以道教教

主的后裔自居, 积极扶植道教。佛教在唐代形成了

诸多宗派,以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影响最

大。当时,佛、道二教斗争一直相当激烈, 而世俗地

主阶级的反佛斗争亦不时发生。随着唐朝对外关系

的发展,更多的外国宗教相继传入,如祆教、摩尼教、

景教、伊斯兰教等。

二、汉唐文化的特点、繁荣的

原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 )汉唐文化的特点
汉唐文化给人留下的印象,似可用 博大恢宏 

加以概括,总观其特点, 约有以下几项:

1.开创性

众所周知,中国古史发展的里程中, 秦汉、隋唐

是两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时代。然而由于秦、隋两代

短祚,所以这两个时代的开创性成果主要体现在汉、

唐。惟此,就决定了汉唐文化的开创性特点。事实

上, 这种特点在汉唐文化的各个层面都有所反映,其

中最为突出的,如物质文化方面纸、雕版印刷、火药

的发明,制度文化方面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察

举制、科举制的实施, 精神文化方面独尊儒术、纪传

体史书的出现与官修史书、道教的产生与被皇家尊

崇、佛教的传入与各宗派形成等等。上述这些文化

史实,皆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开创

性贡献或事件。

2.集大成性

这与上述开创性紧密相关。因为汉唐文化的开

创性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 而是其长时间文化发

展积累的结果。这里,以往的文化积累是量变,而汉

唐文化的开创性则是由量变积累而出现的质变。从

这种意义讲,汉唐文化的开创性, 正是对以往文化集

大成性的升华。这样就使汉唐文化具有开创性特点

的同时,又具有集大成性的特点。具体言之,如汉代

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显然是自铁器出现以来的集大

成性成果;唐代出现的曲辕犁同样是自有耕犁以来

的集大成性成果。再如蔡侯纸的问世,当是汉代人

不断总结、改进造纸技术后产生的集大成性成果;雕

版印刷的发明,是人们总结印章原理,并加以扩大而

出现的集大成性成果。总之, 所有汉唐文化的新现

象、新发明、新事物,几乎无一不是如此。

3.包容性

此指汉唐文化所具有多民族融会和中西融会的

特点。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之间虽有矛盾斗争,甚至兵戎

相见,但和睦相处、相互融合始终是发展的主流。汉

王朝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

族与华夏族的融合之后, 唐帝国则建立于十六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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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时期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主的诸多少数民

族与汉族的融合之后, 所以汉唐文化必然带有多民

族融会的特点。汉唐又都是同外部世界交往频繁的

王朝, 著名的丝绸之路把帝国与西方互相联系起来,

从汉唐两代对所谓胡乐、胡舞、胡妆、胡食、胡风的喜

好追求,到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对中国社会所

产生的多种影响,无不反映了汉唐文化的中西融会

的特点。多民族融会和中西融会, 充分体现了汉唐

文化的包容性。

4. 辐射性

汉唐文化不仅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充实自己,

具有鲜明的包容性,而且其本身也远播域外,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具有辐射性∃ ∃ ∃ 或曰远距离传播的特
点。大家知道,中国古代诸王朝中,汉唐是最令人引

以为骄傲的时代, 以致今天我们还用 重振汉唐雄

风 这样的口号来自勉自励。两汉历时四百余年,

国家统一,国力强大, 与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

北亚, 乃至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均建立了联系。

汉与并存的世界大国 ∃ ∃ ∃ 贵霜帝国、安息王国、罗马
帝国等相比,在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占有

明显的优势。惟此,汉文化对外具有强大的辐射力。

汉的丝绸、铁器、生产技术、文化典籍等,经由各种渠

道传往域外,其声威亦随之远播。汉文化所产生的

巨大影响,在至今犹存的许多事实中仍可以清楚地

看到, 例如汉族之称, 即因汉帝国而得名, 自兹以

还,虽朝号屡更, 而族名无改 [ 3]。再如汉语、汉字等

等,亦无不如此。甚至英雄人物, 也以 好汉 相称。
唐历时近三百年, 三代以还, 中国之盛, 未之有

也 [ 4]。其疆域远远超过汉朝之版图,与之通使交往

的国家多达七十余个, 地区涉及亚、非、欧三大洲。

当时, 欧洲正处在 中世纪的黑夜 , 与唐并存的世
界大国中以阿拉伯帝国最强,但其基础很不稳固,惟

有唐帝国处在鼎盛时期,是一颗璀璨无比的明珠,成

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明中心。这样, 其文化的辐射

力自然就更为强大。唐文化的深远影响, 直到今天

我们还能明显感受到, 如世界上的华人居区被称为

唐人街 或 唐城 ,便是极好的例证。

(二 )汉唐文化繁荣发达的原因
当剖析了汉唐文化的特点之后, 再来考察一下

汉唐文化之所以繁荣发达的原因, 显然是很有必要

的。根据我们的研究,其主要原因当有以下几点。

1. 汉唐国家的大一统

汉唐两代都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大一统王朝。

汉帝国的疆域,东至今东部沿海和朝鲜半岛北部,北

到呼和浩特一线, 西到巴尔喀什湖及锡尔河上游一

带, 南到海南岛与越南北部 [ 5]。唐帝国的疆域东曾

至朝鲜半岛南端 (熊津都督府 ) ,东北曾至撒哈林岛

(黑水都督府 ) , 以及外兴安岭以远 (室韦都督府 ),

西曾至咸海西岸一线, 最西至扎博勒 (波斯都督

府 ) ,北曾至贝加尔湖以远的勒拿河、叶尼塞河上游

地区 (余吾州、坚昆都督府 ), 南至越南北部 (安南都

护府 ) ,较汉代更有所扩大 [5]。如此广袤的土地由一

个中央政权统一领导,有效地行使管理职能,这就避

免了小国林立或分裂割据所容易引起的诸如战乱之

类的弊病,使民众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从而

给文化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先天条件。再者, 在大一

统的情况下,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非常有利于

文化的发展。如前文叙述汉唐物质文化成就时所介

绍的汉唐两代构筑的堪称发达的水陆交通网, 如果

不是在统一的国度里很难设想能够完成这样的大工

程。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 发达的交通有利于

文化的交流,是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2. 汉唐时期各民族的交融以及中外之间的交

往、交流

生物学的理论告诉我们, 杂交的品种一般都要

优于非杂交的品种。这种生物效应同样存在于文化

现象之中。这就是说,民族的交融,与外部世界的交

往交流,对于文化的繁荣发展大有好处。汉唐时期,

对于民族关系的处理,总的来说是比较宽容的,没有

那么多的歧视。汉武帝有一个大臣叫金刚殚, 便是

匈奴人,汉武帝临终,还托孤于他, 足见重用。唐代

大臣中的少数民族人氏更是常见。据不完全统计,

唐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中, 仅突厥族就达一百多

人 [ 6]。!资治通鉴#记载, 唐太宗甚至公开表示, 对

于夷狄, 独爱之如一 ,并认为这是他获得成功的
原因之一。正是如此宽松的政治环境,大大推动了

汉唐时期各民族的交融, 进而促进了当时文化的繁

荣和发展。由于汉唐时期陆海交通的发达, 当时中

外之间的交往、交流十分频繁。在此过程中,既有汉

唐文化的输出,也有国外文化的输入。古老的中华

文化注入外来文化的新鲜血液, 促进其在新的起点

上发展、繁荣。记得当年陈寅恪在论述李唐一族之

所以崛兴的原因时, 曾阐发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话:

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

旧染既除,新机重启, 扩大恢张, 遂能别创空前之世

局 [ 7]。同样的道理,由于民族的交融,中外的交往、

交流,遂使汉唐文化新机重启扩大恢张,出现了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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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的繁盛景象。

3. 汉唐时期个体小农的强大

中国封建社会里, 个体小农是最基本的经济细

胞,其强弱变化决定着社会经济实力的消长。汉唐

时期, 个体小农的力量,相对而言还是较为强大的。

据当今研究农民史的专家推算,汉代农民人均占地

67亩 (合今 46. 8亩 ), 平常年景,口粮约占农田产量

的 3 /5, 余粮达到 2 /5, 至丰年, 其余粮率就会更

高 [ 8]。唐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各受永业田 20亩,

口分田 80亩,其农民的土地占有量高于汉代; 即令

是狭乡,口分田减半给授, 其土地占有量也大体与汉

代持平。这与明清时期农民占地普遍在 10亩以下

的情况相比,简直有如天壤。另外,汉唐时期又恰值

气候中时段周期内的温暖期,有着一个适宜于农业

生产的良好环境。由于汉唐农民占地规模较大,加

之良好的自然条件所带来的资源和机遇, 当时个体

小农的生存空间要广阔得多。具体而言, 就是说他

们拥有较多的余粮。而农民手里有了粮食, 也就意

味着他们经济实力的强大。汉唐个体小农的基本状

况,决定了汉唐社会具有一个十分雄厚的经济基础;

而这正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必备前提。

4. 汉唐时期杰出人物迭出

虽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但从来也不否认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推

动作用。汉唐两代,杰出人物辈出,特别是居最高统

治地位的 明君 和居宰执地位的 贤臣 比较多。
这里,不妨以西汉为例来看看具体的情况。西汉王

朝共 12位国君 (含吕后 ), 自高祖至宣帝, 连续 8代

帝王基本上都可算是明君。其明君数量之多, 当政

时间之长, 在历史上均属罕见。据!汉书∀ 百官公
卿表#记载, 西汉共有 45人担任过丞相 (大司徒 ) ,

其中 50%以上史传所载事略都颇有政绩,可称作贤

臣。其贤臣比例之高,也是少见的。唐代的情况与

西汉颇相类似。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玄宗等,

应该说都属明君之列。即或是安史之乱以后, 唐国

势日渐衰微之时,也曾出现号称 中兴 的宪宗以及
颇有做为的武宗。唐实行多相制,宰相数量极多,其

中虽不乏平庸乃至奸佞之辈,但贤相、名相还是占有

相当的比例。像房玄龄、杜如晦、马周、姚崇、宋璟

等,是其代表性人物。前三位对于著名的贞观之治

做出了巨大贡献,后两位则是开元盛世的柱石之臣。

唐后期亦出现一代中兴名相裴度。上述这种明君贤

臣的领导格局,使汉唐两代的政治相对较为清明,文

化政策相对较为宽松, 不封闭, 不闭塞, 从而给当时

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 促其能出现一种

大繁荣、大昌盛的局面。汉唐时期, 除了皇帝、宰执

层次较多杰出人物外,其他方面的杰出人物亦为数

不少,且普遍具有强烈的 事功 意识和远大的 天

下 眼光。翻开两汉史册, 诸如 丈夫生不五鼎食,

死则五鼎烹 [ 9]、大丈夫当雄飞, 安能雌伏 [1]、大

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 [ 1]一类的话语, 几乎

随处可见。十五岁的陈蕃,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

有人问他: 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 陈回答说:

大丈夫处世, 当扫除天下, 安事一室乎? [ 1]唐人则

将这些更具体化为一种积极入世的参与精神。不少

人怀纵横之志,以将相自许; 一些人则以济世安民为

己任,日为苍生忧, 忘己爱苍生。特别当国家危难之

际, 这种积极入世的参与精神每每又同爱国主义献

身精神相结合, 呈现出舍身报国的威武雄壮场面。

唐人的不少诗句都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情形, 如

李白 安得倚长剑, 跨海斩长鲸 , 过言誓流水, 志

在清中原 ;杜甫 奇兵不在众, 万马救中原 ; 刘长
卿 报恩看铁剑, 衔命出金闺 , 赴敌甘负戈, 论兵

勇投笔 ; 李贺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等等。这样一批杰出人物的行为和精神风貌, 不仅

对于汉唐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

其本身也成为发达的汉唐文化的组成部分。这里,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汉唐两代均有着与时代相适

应的相对较为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 非常有利于杰

出人物的脱颖而出。如汉之察举,唐之科举;而且均

处在开始阶段,积弊不深,确乎能够选出优秀人才。

(三 )汉唐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至于汉唐文化对于后世的影响, 无疑是多方面

的。现就其主要之点,分述如次:

第一,在政治方面, 汉唐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对

于其后的各代王朝有着重大的影响。具体来说, 即

汉代的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 为汉以后的三国、两

晋、南北朝各代所沿用, 历时 500多年; 唐代的三省

六部制和郡县制, 为唐以后的五代十国、两宋 (含与

之并存的辽、西夏、金 )、元、明、清各王朝所沿用, 历

时 1 000多年。当然,这里所说的 沿用 ,只是指在
大框架下的基本沿用,并非绝对没有丝毫的变革。

第二,在思想方面,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以后,儒家思想便成为历代的所谓正统思想,其影

响之深远是显而易见的。唐代考订经文,颁布官定

的五经课本,还刊立石经, 永代作则 [ 10], 体现了统

一儒经的时代特色。另, 又颁行!五经正义#, 令应
科举考试的士子据此答题,不许自由发挥,明显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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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思想的功效。特别是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吸收佛

教思想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因素, 形成新的儒学思

想, 对后世影响很大。这种新思想, 经过宋代周敦

颐、二程、朱熹等人的继承, 逐步发展为理学理论体

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

第三,在文学、史学方面,汉唐的影响同样是非

常之大的。众所周知, 无论是汉赋,还是唐诗, 都是

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 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文

学创作活动。唐代的古文运动,反对魏晋南北朝以

来的骈俪文,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古文传统,在文坛

的影响同样深远。它与宋代的古文运动前后相接,

奠定了以古文为散文之主体的基础, 从此以后,几

有千年,无复有人敢向古文问鼎之轻重 [11]。再有

传奇小说、变文等,对后世俗文学的发展也都产生了

重要影响。前文在论述汉唐史学成就时, 已大体勾

勒出其对于后世的影响。总的来说, 汉代是纪传体

史书的开创时期。由司马迁首创、班固进而完善的

纪传体史书,成为历代王朝修史的准绳,其影响不可

谓不大。唐代则是官修正史的开始。从此, 新王朝

为旧王朝官修正史并由宰相监修成为定制, 直到中

华民国北洋政府设清史馆、修成 !清史稿#, 此制才
被废弃。

第四, 汉唐在文化建设方面对后世的影响也极

为明显。例如文字,不论是甲骨文,还是篆书, 都难

写难认,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战国后期,开始出现了

简易的隶书,不过当时其受篆书的影响还比较大,因

此被称之为篆隶。隶书完全摆脱篆书的影响, 成为

真正通俗的文字, 是在汉代。这为以后通用的汉字

奠定了基础。其后的魏晋南北朝,由于政治分裂,战

乱频仍,加之汉字正处在由隶书到楷书的交替阶段,

故造成汉字使用上的混乱局面。唐统一后, 随着经

济、文化的发展, 迫切需要整理异体, 辨别俗伪,统一

经典用字。于是,在唐太宗的倡导下,以统一楷书字

体为目的之字样学应运而生。开此学先河的著作是

颜师古的!字样#,可惜久已佚失。流传至今的最重
要著作则是颜元孙的!干禄字书#。此著不仅对唐
代的汉字规范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而且对后世的

汉字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学者评价认为:

此书当与!仓#、!雅#并重 [ 12]。再如学校, 汉代的

太学, 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正式大学,而

且也是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

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 [ 13] , 其影响之深远,

自不待言。唐代学校类别之多,教育制度之完备和

教育思想之丰富,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均创新高。

这些对后世教育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当时的科

技教育,无论是形式、方法和内容, 都远远超过了欧

洲。尤其是发达的留学生教育, 为传播中国文化和

加强与各国的友好往来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对留

学生所在国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他像

图书搜集整理、类书编纂、采风等等, 汉唐也各有贡

献, 并影响后世。

第五,造纸术、雕版印刷术和火药,对后世的影

响尤为巨大和深远。众所周知,纸张发明之前,我们

的老祖宗曾先后使用过甲骨、竹简、木牍、绢帛等作

为书写工具。这些用品要么笨重难寻,要么价值昂

贵, 均非书写的理想之物。纸的出现,显然是书写工

具的一次革命性变化。轻巧便宜的纸张,更加有利

于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公元 8世纪, 造纸术传入阿

拉伯, 12世纪传入欧洲, 从而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

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雕版印刷较之手工抄写, 同样

具有革命意义的变化。它使书籍得以批量生产, 极

大地提高了准确性和传播速度, 并空前扩大了传播

的规模,对文化事业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雕版印

刷又开启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对印刷业自身的发

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唐代的火药尽管只是原初性

的,但其意义不可低估。特别是对世界文明所产生

的巨大影响,更不可低估。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它改

变了世界的面貌。总之,汉唐时期出现的造纸术、印

刷术和火药,不仅对中国社会文化文明的发展有着

重要影响,而且极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文明进程。

三、汉唐文化与外部世界的交流

交往交流是人类进人文明门槛之后直到现在,

而且还将继续发展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讲: 某一地方创

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

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 由此可见交往交
流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具体到汉唐两代的文化

发展,正如前文曾经指出的那样, 汉唐时期的中外文

化交流,是造成当时文化繁荣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鉴于此,当我们讨论完上述诸多问题之后,还需要

再就汉唐帝国的对外交往交流问题, 做一番专门的

论述。

历史上,我们的祖先同外部世界的交往交流起

始甚早。汉唐时期,这种交往交流更为频繁,规模更

加扩大,内涵也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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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唐与中亚、西亚以及非洲等
地的文化交流

今中国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很早就和中亚各国人

民有着密切的友好往来。汉张骞 凿空 西域, 使中

原地区和中亚、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张骞曾经到达大宛 (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上游东

面 )、大月氏 (阿姆河中部, 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

内 )、康居 (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地区 )等国。张骞

的副使还到达过大夏 (阿富汗 )、安息 (伊朗 )等国。

以后汉武帝的使者又到达奄蔡 (黑河以北 )、条支

(叙利亚 )、犁靬 (或认为是条支港口庇特拉, 或认为

是埃及的亚历山大, 但均属罗马帝国范围 )等国。

中亚、西亚等国也派遣使者东来访问和通商。

为适应中西交通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的需要,西汉帝国在西边设立亭障,便利各国使节和

商旅交通往来。!史记∀ 大宛列传#载: 西至盐水,

往往有亭; 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 因置使者护田积

粟,以给使外国者。 当时, 西汉和葱岭以西各国之

间的使节与商旅来往络绎不绝。汉廷对来客给以隆

重的招待, 设酒池肉林,以飨四方之客 [9] , 有时皇

帝出巡,还让来客随从去各地游历。随着外交、商贸

活动的展开, 中国的丝织品、冶铁技术、铁器、井渠

法、穿井术等传入西方,而中亚、西亚的特产如毛布、

毛毡、汗血马以及大夏的石榴, 大宛的葡萄、苜蓿、芝

麻, 安息的胡桃等也相继传入中国, 所谓 殊方异

物,四面而至 [9]。此外, 中亚的箜篌、琵琶、胡笳、胡

角、胡笛等乐器和乐曲、舞蹈也传入中国, 使中国古

典的音乐、歌舞面目为之一新。另外还有犁靬人的

幻术 (眩人 )也在此期间传入中国, 丰富了时人的文

化生活。

西汉时通过今新疆的中西陆路交通线主要有南

北两条大道: 南路从长安出发, 经敦煌、鄯善 (今新

疆罗布淖尔南石头镇 )、于阗 (今新疆和田 )、莎车等

地,越葱岭 (帕米尔 )到大月氏、安息等国; 北路经敦

煌、车师前王庭 (高昌, 今吐鲁番附近 )、龟兹 (库

车 )、疏勒 (喀什噶尔 )等地,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奄

蔡,由奄蔡南下可达安息, 由安息向西可达大秦 (罗

马帝国 )。由于通过这两条路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

织品, 故被称为 丝绸之路 , 它是当时中西交往交
流的大动脉。东汉时, 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于永元

九年 ( 97)派甘英出使大秦, 一直到达条支海 (波斯

湾 )。这次出使虽然没有直接开辟与大秦的通道,

但反映了东汉政府要与欧洲建立交往关系的愿望。

延熹九年 ( 166) ,大秦商人来到中国, 以大秦王安敦

的名义,赠送给桓帝礼物。此后, 汉与大秦的交往关

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唐时,在中亚的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一带,有称

为 昭武九姓国 的康、安、石、曹、米、何、史、火寻、
戊地九国。相传九国的祖先是月氏人,原住在祁连

山北昭武城 (今甘肃高台境内 ), 为匈奴所迫, 迁居

此地。这些国家善商贾, 很早就和中国通商。西突

厥强盛时,他们被征服; 唐平西突厥后,他们名义上

内附,实际上仍相对独立。唐太宗曾对安国使臣说:

西突厥已降, 商旅可行矣 [ 14], 昭武诸国都为此而

高兴。当时在中国的外商以这些国家的为最多。 20

世纪后半期, 在西安、洛阳出土了许多昭武九姓中

曹、石、米、何、康、安诸姓的墓志, 他们有的为唐王朝

立了军功,有的担任过唐的军政职务。石国、康国的

胡腾舞、胡旋舞和柘枝舞, 也传入长安,为唐人所喜

爱。双方的交往交流相当密切。在中亚还有吐火罗

国, 即今之阿富汗。其地处东西方陆路交通的要冲,

自汉以来就和中国有密切关系。唐初,吐火罗多次

派使臣前来通好,唐高宗亦曾派王名远访问吐火罗。

唐玄宗时,双方交往更为频繁。开元十二年 ( 724),

吐火罗使臣一次就给唐带来乾婆多罗等药物 200余

种。此前, 吐火罗送给唐的礼物还有汗血马、玻璃、

玛瑙、金精等。

与唐同时代的西亚重要国家波斯 (伊朗 ), 其萨

珊王朝, 由北魏到隋唐与中国的关系都很密切。 7

世纪中,波斯为大食 (阿拉伯 )所灭, 波斯王卑路斯

及其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后皆客死于唐。波斯

虽亡,但其西部部众犹存, 仍与唐保持着密切关系,

多次来唐通好。当时有许多波斯人流亡到中国落

户, 波斯商人的足迹遍及唐境内各地。在长安、洛

阳、扬州、广州等城市中开设的波斯胡店,以经营宝

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而驰名。晚唐著名花间派

词人李珣,就是留居在四川的波斯商人后裔,他编著

的!海药本草#中介绍了不少波斯药材。在吐鲁番、
西宁、西安、太原以及广东英德都曾发现过波斯萨珊

王朝的银币,有的数量还很多,这雄辩地证明唐与波

斯之间的商贸交往空前繁荣。随着商贸发展, 双方

的文化交流势所必然。波斯输入唐朝的特产主要有

菠菜、波斯枣等,而唐的丝绸、瓷器、纸张等也远销波

斯,并进而转输西方。在伊朗境内曾发现不少唐三

彩, 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联珠对鸟、猪头等纹

锦, 图案风格与波斯萨珊王朝的相似,织法上也明显

受波斯影响。这些都是双方文化交流的历史遗存。

与唐同时代的西亚重要国家还有拂菻 (东罗

17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年 第 12卷 第 2期



马 )。贞观十七年 ( 643), 拂菻王波多力遣使来唐,

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 并回

赠绫、绮等丝织品。在唐前期, 拂菻来使凡七次。东

罗马的皇帝、贵族、妇女都格外喜欢中国的丝织品,

所以 常利得中国缣素, 解以为胡绫、绀绫, 数与安

息 (波斯 )诸胡交市于海中 [ 15]。

由上可见, 拂菻是唐丝织物的重要转输地。东

罗马的医术和吞刀吐火等杂技也传入唐朝。在西

安、咸阳曾发现东罗马的金币, 可能是拂菻商人带来

的。由于东罗马地跨亚、非、欧三洲, 因此唐同它的

交往交流,也就不能不突破西亚的范围,而涉及非洲

与欧洲。

大食 (阿拉伯 )是一个地跨亚、非的帝国。伊斯

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用!古兰经#鼓励他的门徒:

为了追求知识, 虽远在中国,也应该去。 反映了当
时阿拉伯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永徽二年 ( 651) ,

大食遣使与唐通好,在此后的 148年间,大食遣使来

唐共有 36次之多。当时,阿拉伯商人到中国的也很

多,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都有他们的足

迹,不少人在中国定居落户, 有的还入仕于唐, 大食

商人后裔李彦升在长安考中了进士, 堪称双方友好

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天宝十年 ( 751 ), 大食在怛

罗斯战役中击败唐将高仙芝,所俘获的唐兵中有造

纸工人,遂利用他们设厂造纸, 于是中国的造纸术传

到了中亚的撒马尔罕,复又传到西亚的大马士革,最

后西传到非洲和欧洲, 为西方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极

为有利的条件。大食所俘虏的唐军中有一个叫杜环

的人, 是著名史学家杜佑的族侄。他在大食住了 10

年,并曾随同阿拉伯使团去过非洲许多地方,是唐时

有名可指的到达非洲的第一人。杜环归国后, 著成

!经行纪#一书, 其中介绍大食都城亚俱罗盛况时

说,市中有 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 汉匠起作画

者,京兆人樊淑、刘泚, 织络者, 河东人乐隈、吕

礼 [ 15]。可见除造纸术以外, 唐朝的其他手工业技

术也传到了阿拉伯。该书还记述了作者本人从耶路

撒冷启程,经埃及、努比亚到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

王国的见闻及沿途风土人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近代考古工作者曾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西岸的沙玛

拉城遗址发掘出大批中国陶瓷,其中有唐三彩、白瓷

和青瓷;在北非的福斯特 (即开罗古城 )遗址中, 曾

发掘出唐的青瓷器。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产

品,正是唐朝与阿拉伯及非洲文化经济交流的历史

见证。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由于唐与西亚以西地区

的交往主要是通过大食与波斯商人进行的, 所以更

多地受到他们的影响。例如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索

马里以南至莫桑比克的东非沿海地区及岛屿称为

桑给巴尔 ( Zanzibar) ,唐人遂依波斯语的 Zang i称

为 僧祗 。这一译名, 在唐懿宗咸通年间樊绰撰

!蛮书#时已相当通行了。另外,大食商人曾把东非

奴隶输入唐, 唐人则称之为 僧祗奴 , 亦曰 昆仑

奴 。唐代传奇中, 这些黑奴的艺术形象以侠胆义

肠感人至深,表现出社会对他们所蒙受苦难的同情。

1954年西安南郊唐墓曾出土一件黑人陶俑,生动地

表现了 僧祗奴 坚强健壮的形象。这反映唐与非
洲的交往交流,已经扩及到人口的买卖。

唐通往中亚、西亚以至西方的陆路交通以京师

长安为中心,基本仍沿着汉代丝绸之路的通道,同时

又有一条北路,即经今蒙古地区到叶尼塞河、鄂毕河

上游,往西通额尔齐斯河以西地区。尤其令人瞩目

的是当时的海上交通。唐德宗时宰相贾耽所撰!皇
华四达记#, 准确详细地记载了中国至波斯湾及其
以西的航路。其中说到的距波斯湾内乌拉国 (今奥

波拉 ) 48日航程的所谓 三兰国 , 或认为在东非沿
岸的桑给巴尔附近 [ 16] , 或据此认为, 富有冒险精

神、善于战风斗浪的中国海员早在唐代就驾驶商船,

从波斯湾沿着阿拉伯半岛南岸驶往东非海滨

了 [ 17]。上述的海上航线, 亦见于阿伯人的记载之

中。 9世纪到过印度和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

在其所撰!印度∀ 中国游记#里便谈及中国至北非
的海道航程:中国货船先抵波斯湾口的西拉甫,然后

换船经红海到达埃及。他还描写了广州阿拉伯人的

居住情况、中国的瓷器和茶叶以及行政措施。据载,

当时广州有伊斯兰教判官一人, 依本教风俗管理本

族人民,举行宗教仪式。这说明, 随着阿拉伯人的来

华, 伊斯兰教也相继传入中国。

(二 )汉唐与东北亚的文化交流
由于地缘关系, 东北亚国家 (主要是朝鲜和日

本 )与中国的交往交流甚为密切; 而汉唐两代的交

往交流,更堪称历史上的典型时期。

朝鲜和中国历来就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早

在公元前 1 000多年前, 两国人民之间在经济上、文

化上就有了频繁的交往。战国时邻近朝鲜的燕、齐

两地人民,为反抗统治者的压迫, 曾成批迁徙到朝

鲜,带去了不少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西汉

初, 燕人卫满乘乱率千余人,渡坝水 (鸭绿江 ), 奔朝

鲜, 后被立为朝鲜王,建都王险城 (平壤 ) , 统治朝鲜

半岛的西北部。汉惠、吕后时, 辽东太守 约满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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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 2]。元朔二年 (前 128),汉武帝接受氵岁君南闾率

28万口内附, 以其地为苍海郡。元封二年 (前

109) ,汉与卫氏朝鲜发生战争, 后平定之, 以其地置

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近数十年来,在原乐浪

郡旧地,取得比较集中的考古收获。除了多处古城

址有丰富的遗存发现外,墓葬群更受到学界的瞩目。

其中以乐浪郡治所南面的墓葬群最为著名, 总数达

2 000余座。这些古墓多为方台形封土的坟丘,形制

与中国周秦汉时代最为通行的墓葬形制类同, 经正

式发掘的有 50余座。墓葬结构主要以木椁墓和砖

室墓两种为主, 分别代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墓室

结构、棺椁形制、随葬品组合、文字内容、画像构图以

及其他文化遗存的风格, 都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发

现一致。可见,当时汉文化对朝鲜半岛曾经产生了

显著的影响。东汉末,朝鲜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

济、新罗三国。在南部则有三韩:西边的马韩、东边

的辰韩、南边的弁韩。三韩中以马韩最大,有五十几

个部落,辰韩、弁韩各 12个部落,各部落总合有 50

多万户。马韩的月支部酋长称辰王, 名义上是三韩

的大酋长。其人民已掌握种田养蚕织布技术, 住的

是草屋土室,与汉人接触较多, 受汉文化影响较大。

辰韩又称秦韩,相传秦朝人逃避苦役,逃亡到朝鲜半

岛东南部,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经济、文化

水平较高, 人民能种五谷、养蚕织布, 能冶造铁器。

弁韩最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三韩的发展水平虽

略有不同,但总的来看都处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

过渡阶段。三韩在东汉王朝的影响下, 模仿汉的经

济方式和政治制度,由此社会发生了飞跃性变化。

唐初,朝鲜半岛上仍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鼎

立的局面, 三国均与唐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高祖曾经遣使赴高句丽, 携有天尊像, 随行道士,

为讲!老子#书,高句丽王及道俗听者数千人。高句

丽王也曾遣使于唐,再求道教。唐太宗亦遣道士赴

高句丽,兼赐老子!道德经#。集中在集安、平壤、安
岳等地的高句丽壁画墓, 充分体现了高句丽艺术与

中国艺术的完美结合。其神灵题材的画面多取材于

中原神话故事, 其表现手法也具有中原风格。百济

墓葬出土的器物多来自中国,壁画四神图也取材于

中原神话。早在南朝时, 百济教育已经以中国经史

为主要内容。7世纪中叶,百济曾派贵族子弟赴唐,

入国学,直接学习汉文化典籍。公元 675年,新罗统

一了朝鲜半岛,从此朝鲜与唐的交往交流进入一个

新阶段。那时, 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很多, 北起登

州、莱州 (今山东掖县 ) ,南到楚州、扬州都有他们的

足迹。楚州设有新罗馆,山东半岛的赤山、莱州等地

设有新罗坊,坊中置总管、翻译, 为新罗人集中侨居

的地方。当时来往于中国和朝鲜、日本的船只常常

多达数十艘。新罗商人给唐送来了土特产, 从唐贩

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新罗派大批留学

生到长安学习。在唐的外国留学生, 以新罗人为最

多。开成五年 ( 840 ), 学成归国的新罗留学生一次

就达百余人。新罗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参加过唐的科

举考试,有的人进士及第后留在唐做官。如崔致远

12岁入唐求学, 18岁考取进士,曾任溧水县尉、侍御

史、内供奉等职,并著有!桂苑笔耕集# 20卷、!四六
集# 1卷。新罗留学生在吸收和传播唐文化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唐文化对新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也是巨大的。

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的历法。 639~ 749年,新罗

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和漏刻博士,专事研究唐的医

学、天文和历法。8世纪中叶, 新罗仿效唐的政治制

度改革其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的尚书

省, 地方行政机构包括州、郡、县、乡, 也与唐相似。

788年, 新罗亦采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吏, 以!左传#、
!礼记#、!孝经#为主要考试科目。中国的典籍如诸
子书、!文选#、!晋书#、诗文等大量传入新罗, 白居

易的诗歌尤受欢迎。 7世纪末, 新罗学者薛聪创造

了 吏读 法,用汉字作为音符来标记朝语的助词、

助动词等,帮助阅读汉文,对文化的普及起了推动作

用。 828年,新罗来唐的使臣把茶种带回国,从此朝

鲜开始种茶。唐末以后,雕版印刷术也传到了朝鲜。

737年新罗王逝世时, 唐玄宗特地挑选经学家邢俦

前往吊祭,并讲道: 新罗号为君子之国, 颇知书记,

有类中华; 以卿学术, 善与讲论, 故选使充此 [ 14]。

由此可见,在唐影响下的新罗文化是相当发达的。

当然,在长期的友好交往中, 朝鲜文化对唐也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例如高丽乐便颇受唐人的欢迎。在唐

都长安居住着不少朝鲜音乐家, 他们对中朝文化交

流做出了贡献。一些新罗学者在佛法研究和诗词创

作方面深有造诣,他们的文化艺术创造,丰富了唐文

化的内涵。在唐的进口物产中, 新罗货物数量居首

位, 有牛黄、人参、海豹皮、马、朝霞、金、银等。这

些也都丰富了唐人的社会生活。

中国古代将日本泛称为 倭 , 古老的!山海经#
中就已有所记载。秦代徐福东渡的传说,反映了日

本文化在绳文时代末期至弥生时代初期,因中国移

民带去的先进文明而发生空前飞跃的史实。汉代,

中日两国的交往交流进一步发展。汉武帝时,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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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0余国派遣使者赴汉,是为两国使节往来的最早

记录。东汉初, 倭人分为 100多个小国。建武中元

二年 ( 57) , 倭奴国遣使与汉通好, 光武帝刘秀遂以

汉倭奴国王 金印相赠。这段史实,见于范晔!后
汉书∀ 东夷传#。1784年,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崎

村出土了这颗金印, 证实了范晔书记载的真实性。

这成为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一般认为,

倭奴国地望,在今北九州博多附近的傩县一带。

唐和日本的交往交流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当

时日本正处在封建制度确立和巩固阶段, 对唐的昌

盛极为赞赏,故努力向唐学习, 不断派遣使者、留学

生、学问僧赴唐, 数量之多仅次于新罗。唐通日本的

道路有 3条:一是由登州 (今山东蓬莱 )出发, 渡渤

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 二是由

楚州 (今江苏淮安 )出淮河口, 沿山东半岛北上, 东

渡黄海经朝鲜半岛到日本;三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

横渡东海直驶日本。

贞观五年 ( 631) , 日本派出由留学生和学问僧

组成的第一次 遣唐使 。此后 207年间, 日方派出

遣唐使共 12次,另外还有赴唐的 迎入唐使 和 送

客唐使 共 4次。从人数来看, 早期遣唐使团一般

不超过 200人,自 8世纪初起,人数倍增, 开元五年

( 717)、开元二十一年 ( 733)、开成三年 ( 838)所派使

团,人数均在 550人以上。遣唐使团组织完备, 设有

大使、副使、判官、录事,成员有翻译、医师、阴阳师、

画师、史生、射手、船师、音乐长、音声生、玉生、锻生、

铸生、细工生、船匠、舵师、水手长、水手等,还有留学

生、学问僧多人。遣唐大使、副使都挑选了解唐朝情

况和博通经史、娴习文艺的人担任,其正职官级一般

在从四品上下。遣唐使赠送唐的礼物,多为珍珠绢、

琥珀、玛瑙、水织絁等贵重物品。 1970年在西安发

现的日本 和铜开珎 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

的。唐也回赠一些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

籍等。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

器、屏风、铜镜、大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

使带回去的。

日本留学生来唐后, 一般都在长安国子监学习

各种专门知识。现藏西北大学博物馆的日本留学生

井真成墓志,生动反映了这段历史的真实。他们与

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阿倍仲麻吕

(汉名晁衡 ) ,长期留居中国, 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光

禄大夫、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他与著名诗人李

白、王维等人友情极深,常作诗相酬赠。天宝十二年

( 753), 晁衡在回国途中遭遇风险, 船只漂流到越

南, 误传被淹死, 李白为此写了!哭晁卿衡的悼诗: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

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充分表达了当时两国人民的
深情厚谊。后来晁衡历尽艰险,复返长安,继续在唐

任职, 直到大历五年 ( 770)病逝, 享年 73岁。今西

安兴庆公园内特为之树碑, 以纪念这位中日文化交

流的友好使者。尽管晁衡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但

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后对文化传播所起的作用, 是十

分显著的,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册上写下了重要的

一页。

日本来华学习的学问僧 90余人,其中最著名的

是空海。他于贞元二十年 ( 804)年来中国, 在长安

青龙寺跟名僧惠果学密宗,归国时带回 180多部佛

经, 并在日本建立了密宗。他除研究佛经外,还广泛

吸收中国文化。他不仅是书法家, 而且编写了!文
镜秘府论#和!篆隶万象名义#二书, 对中国的文学

和文字有深入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

要贡献。此间,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日本,沟通中日

两国的文化,其中贡献最大的要数鉴真和尚。鉴真,

姓淳于,扬州人, 生于垂拱四年 ( 688) , 对于律宗有

很深的研究,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他应日本圣

武天皇的约请东渡日本, 经过六次努力, 历尽艰险,

频经炎热,双目失明,终于在天宝十三年 ( 754)携同

弟子抵日,时已年近七旬。鉴真把律宗传到日本,同

时还把佛寺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传授给他们。日

本现存的唐招提寺,为鉴真及其弟子创建,它对日本

建筑艺术有重要影响。该寺至今还收藏着鉴真的坐

像,这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纪念物。鉴真又

精通医学,尤精本草, 他虽失明, 但能以鼻嗅分辨出

各种药物,对日本医药学发展亦做出了贡献。

通过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和中国僧人等的交

往,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在唐时发展到一个空前广

泛而深入的阶段。日本 9世纪末编写的!日本见在
书目录#, 记载当时日本所存的汉文书有 1 579部,

16 000多卷,包括文学、哲学、史学、艺术、科技等各

方面的典籍。这些汉籍大部分是遣唐使、留学生、学

问僧、中国僧人、商人等带到日本的。在如此空前规

模的文化交流之下,唐文化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日本

社会的方方面面:

政治方面,贞观十九年 ( 645) ,日本进行大化革

新, 在中国长期留学的高向玄理和僧旻被任命为国

博士,参议国家大事。他们参照隋唐的均田制和租

庸调制,施行班田收受法和租庸调制; 参照隋唐官

制, 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参照隋唐律令,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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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了!大宝律令#。
教育方面,天智天皇时期在京都设立大学,以后

学制逐渐完备, 学科分为明经、纪传、明法、书、算等

科。在典药寮分别设医、针、按摩等科。阴阳寮设阴

阳、历法、天文等科。各科学习的内容基本上与唐制

相仿。

语言文字方面, 8世纪以前, 日本使用汉字作为

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在

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记意的基础上, 创造

了日文假名字母: 前者采用汉字楷体偏旁造成 片

假名 , 后者采用汉字草体造成 平假名 。这些新
体文字的发明,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

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文学方面,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学,深受日本人民

的欢迎。唐著名作家的诗文集相继传入日本, 形象

鲜明、语言通俗的白居易诗尤为日本人士所喜爱。

平安时代的诗集!和汉朗咏集#收录了 589首诗,其

中白居易诗就有 137首。白氏的长诗!长恨歌#和
!琵琶行#流传更广,甚至编成戏曲演唱。日本人擅

长汉诗、汉文者可谓人才辈出, 留学生晁衡、吉备真

备、小野篁、橘逸势等人对中国诗文都有很深的造

诣。用汉字写成的文学著作在日本不断出现, 著名

的有!怀风藻#、!凌云集#、!经国集#等。仅 !经国
集#所收汉文诗便有 917首。

艺术方面,唐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

术等纷纷传入日本。日本吸取、借鉴唐的乐制,宫廷

请唐乐师教授音乐,并派留学生来华学习唐乐,唐的

不少乐书、乐器也陆续传入日本。唐的绘画亦深为

日本人所喜爱, 唐人绘画经日本画家摹绘者, 称为

唐绘 。1971~ 1972年出土的唐章怀太子墓和懿

德太子墓的侍女壁画,与 1972年日本高松塚古墓中

发现的同时代侍女群壁画十分相似。这提供了一个

日本受唐绘画影响的具体范例。

科学技术方面, 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

法、医学、数学、建筑、雕版印刷等陆续传入日本。中

国式的犁,名为唐的大型锄等农具,传入日本后很

快得以普遍使用。日本仿照唐的水车,制造了手推、

牛拉、脚踏等不同类型的水车。在日本的典籍里还

保留唐锹、唐竿、唐箕、唐碓、唐臼等器物名称。唐的

!大衍历#、!宣明历#也被日本所采用。中国著名的
医学著作!素问#、!难经#、!脉经#、!甲乙经#、!黄
帝钅咸经#、!张仲景方#、!神农本草#和隋唐时期的医
学巨著!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唐新本草#等书
先后传入日本,日本人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创

建了 汉方医学 。至今还保留完整的平安时代日
本医学家所写的医学专著!医心方#等书, 受唐医学

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 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

定的都城,延载元年 ( 694)兴建了第一个都城藤原

京, 景云元年 ( 710)建平城京, 贞元十年 ( 794)又建

平安京。这些城市的设计、布局皆模仿唐长安城,建

筑所用砖瓦的纹饰也与唐略同。

生活习惯方面, 唐人打马毬、角抵、围棋等体育

活动,亦先后传入日本。茶叶于奈良时期传入日本,

开始当药用,到平安时期已兴起喝茶之风。唐服传

入日本,亦为民众所喜爱。在节令风俗上,端午饮菖

蒲酒,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 九月九日重阳, 也由唐

传入日本。中日文化交流之密切, 可以说已达到无

孔不入的地步。

(三 )汉唐与南亚、东南亚之间的文
化交流

南亚的印度在中国的古书上称为 身毒 或 天

竺 。早在公元前 2世纪, 中国和印度就有经济往

来。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在大夏曾看到中国的邛

竹杖和蜀布,经询问得知是从身毒国贩运去的。后

来, 张骞的副使也到过身毒和罽宾 (克什米尔 )。西

汉晚期,印度的佛教通过西域传入中国内地,这是中

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后, 汉帝国与印度

的联系日趋密切。汉明帝曾派蔡愔去印度取经, 继

而印度僧侣大量来华, 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思想

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 (戒日王 )征服了天竺

五部,不时遣使与唐通好。唐太宗也一再派梁怀璥

等出使报聘。其中王玄策曾三次出使, 均不辱使命,

大大宣扬了唐的国威,对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国际交

往与文化交流、宗教交流,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当时

中印的贸易往来频繁, 孟加拉、印度半岛东西两岸,

经常有中国商船泊港,印度的商船也常到广州、泉州

来做生意。唐输往印度的商品主要有麝香、伫丝、色

绢、瓷器、铜钱等, 从印度输入的主要有宝石、珍珠、

棉布、胡椒等。双方频繁的往来必然促进彼此文化

的发展。唐太宗曾派人到中天竺的摩揭陀学习熬糖

法, 从而提高了中国的制糖技术。由于佛经的翻译,

中国产生了与佛教有密切联系的变文。中国的敦

煌、云冈、麦积山以及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雕塑,

都保留着印度北部健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印度和

巴基斯坦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

画、建筑等也陆续传入, 对中国有较大的影响。在 7

世纪末,中国的纸张经中亚传到印度,以后又经尼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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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传去了造纸术,从此印度结束了用白桦树皮和贝

叶写字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印文化交流史

上,两国的佛教徒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著

名的是中国的高僧玄奘和义净。

玄奘姓陈,河南缑氏 (今河南偃师南 )人。贞观

元年 ( 627),他从长安启程去天竺游学,途经今新疆

及中亚各国,饱经风霜, 历尽艰险。客居印度期间,

玄奘主要在当时的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 (印度伽

雅城西北 ), 从戒贤学习!瑜迦师地论#、!大乘起信
论#,并代戒贤为众僧讲经说法, 主讲过 !摄大乘
论#,还发表过重要论文 !会宗论#。贞观十六年
( 642),戒日王在曲女城 (印度卡诺吉城 )举行大型

佛教经学辩论会,参加的有印度十八国的国王和各

派僧侣六七千人, 玄奘做主讲, 并把所著!破恶见
论#按印度习惯挂在会场门口,征求答辩, 深为印度

各界所佩服, 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贞观十九年

( 645),玄奘回到长安,带回了梵文佛经 657部。此

后他在慈恩寺专心译经, 20年间共译佛经 75部,

1 335卷。这些佛经后来在印度大部分失传, 中文译

本就成了研究古印度的重要文献。当年留学时,玄

奘曾把秦王破阵乐介绍到印度。回国后, 他又把

!道德经#译成梵文,送往印度。玄奘还将这次游学

所经历的各国各地区的风土、人情、物产、信仰和历

史传说等,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 成为研究中古

时期中亚、印度半岛各国历史、地理和中西交通的宝

贵资料。欧洲和日本学者都曾对此书进行过翻译和

研究。日后印度那烂陀废墟、王舍城旧址、阿简达石

窟,得以显露和再现其光辉,玄奘及其记录有着不可

磨灭的历史贡献。义净是继玄奘之后的另一位佛教

大师, 于咸亨二年 ( 671)搭乘波斯船从广州浮海赴

印度。先在那烂陀寺钻研佛学 10年, 后到师利佛

逝、末罗瑜 (在苏门答腊 )搜罗并抄写佛经, 滞留南

洋又 10年。先后周游 30余国, 历时 25年,归国时

共带回梵文经书 400部。后在洛阳译经 12年, 译成

佛经 230卷。还先后撰写了 !南海寄归内法传#、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主要记述了南亚许多

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情况, 是研究 7世纪印度、

巴基斯坦及南洋各国史地的宝贵资料。当时, 除中

国僧人前往印度求法之外, 亦有不少印度高僧携佛

经来唐朝,有的还参加了译经工作,为中印文化交流

做出了贡献。

南亚的尼泊尔和斯里兰卡与唐的交往交流也很

频繁。尼泊尔在唐时称尼婆罗。唐的地方政权吐蕃

与尼婆罗毗邻,双方有着密切的关系,松赞干布曾娶

尼婆罗公主为妻。吐蕃、尼婆罗之间有一条国际通

道, 称吐蕃尼婆罗道。吐蕃学者常去尼婆罗,尼婆罗

著名学者西拉曼鸠也访问过吐蕃。两国在佛教、绘

画、建筑等方面,相互都有影响。唐朝时尼泊尔和中

国内地的关系也很密切。许多由陆路去印度的唐朝

僧人, 往往取道这里。玄奘访印, 曾于贞观九年

( 635)到尼泊尔探求佛学, 参谒过释迦牟尼的诞生

地迦毗罗卫国,并访问了加德满都。贞观二十一年

( 635) ,尼婆罗派使臣来唐, 带来了波棱 (菠菜 )、诨

提葱和酢菜。唐时中国的造纸术也传入尼泊尔。中

国古代称斯里兰卡为狮子国。唐咸亨、天宝初,狮子

国两次遣使来唐。在后一次, 狮子国使者给唐送来

了大珠、钿金、宝璎、象牙、跌氎等贵重礼物。唐人李

肇在所著!国史补#中说, 当时来广州的外国船只,

以狮子国的为最大, 每年来多次。由此可见中国和

斯里兰卡之间交往交流的密切。

东南亚各国中, 越南很早就同中国有着直接经

济文化交往。秦汉之际,赵佗占据岭南地区称王,灭

越南北部的瓯骆国。汉武帝灭赵氏政权后, 在越南

北部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 沿用赵氏统治方式。

此间,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十分频繁,而且是以

直接的方式进行。汉内地的铁农具与越南的土特产

互相交换,丰富了彼此的经济文化生活。东汉初,锡

光任交趾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教越民耕种技术,

设立学校,传播先进文化,对改变当地落后状态起了

很大促进作用。后来虽然发生了二征起义, 但平息

之后,东汉政府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

革, 如穿渠灌田,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残暴的 越律 
十余条等,使越南地区所受汉先进文化的影响更加

深刻。唐时, 越南南部为林邑国。武德六年 ( 623)

和八年 ( 625) , 林邑王范梵志两次遣使来唐通好。

唐高祖李渊曾举行盛宴欢迎林邑使者,演奏了九部

乐, 并赠锦、彩等丝织品。贞观时,林邑也一再派使

者, 送来驯象、镠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等物;另还

有五色鹦鹉, 太宗曾命李百药为作 !鹦鹉赋#。高
宗、玄宗时期, 林邑仍经常遣使来唐。天宝八年

( 749) ,曾送来真珠 100串, 沉香 30斤, 驯象 20只。

至德以后,林邑改称环王国, 依然与唐通好。终唐之

世的近三百年中,林邑使臣来唐达 15次之多。不仅

唐的典章制度传播到越南,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越

南的佛教也是从唐传入的。唐代诗人如杜审言、刘

禹锡、韩偓等都去过越南, 与越南诗人唱和赠答, 受

到欢迎。其时,越南也以诗文取士,擅长诗赋的越南

人姜公辅还受到唐德宗的器重,做过唐的翰林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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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写!白云照春海赋#被唐人看做难得的佳作。
西汉或更早的时候, 缅甸与中国就有往来。当

时从今四川经云南可通缅甸,中国的蜀布、邛竹杖即

由这条道路运往身毒、大夏等国。同时还有从交州

合浦郡徐闻县去缅甸的海上航路。这使两国的经济

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和帝永元六年 ( 94), 永昌郡境

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使者来访, 双方互赠礼物。

永元九年 ( 97) ,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臣

向汉赠送珍宝; 东汉则以金印回赠。安帝永宁元年

( 120),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 献乐及幻人, 能变化

吐火, 自支解, 易牛马头, 又善跳丸, 数乃至千 [ 1]。

缅甸的音乐和杂技, 在汉朝深受欢迎。史载幻人

自言我海西人, 海西即大秦也, 掸国西南通大

秦 [ 1]。据此可知, 缅甸的杂技,当从西方的罗马传

入;那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应该说已经相当可观了。

隋唐时,缅甸称骠国。贞元十八年 ( 802), 骠国王雍

羌派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率乐工 35人, 带来骠

国乐 22曲, 到长安演奏。所用乐舞器 22种,皆与中

国不同。白居易诗!骠国乐#写道: 德宗立仗御紫

庭, 黄主、黄广不寒为尔听, 玉螺一吹椎髻耸, 铜鼓一击文

身踊。 骠国乐舞受到了唐德宗的重视, 轰动了整个

长安城。除白居易外, 元稹、胡直钧、唐次等也都作

诗赞其优美。德宗还写信给骠王, 称道两国的友好

关系。后来,骠国又多次遣使访唐。

今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西汉时已同

中国有了交往交流关系。这从 !汉书∀ 地理志#所
记的南洋航线、航程, 便可得到证明。唐时, 在苏门

答腊立国的有室利佛逝、堕婆登,在爪哇立国的称阇

婆。咸亨以后,室利佛逝多次派使臣到唐朝通好,唐

在曲江设宴招待,并封其王为右金吾大将军宾义王。

堕婆登在贞观末年曾遣使来唐, 携带有古贝 (棉

布 )、象牙、白檀等礼物, 唐太宗给以回礼, 并复信报

聘。阇婆自贞观以后不断遣使来唐, 仅大历年间就

三次派来使者,带来的礼品有带瑇瑁、生犀等。前文

所述高僧义净在南洋各国的经历, 亦反映了唐朝与

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在今柬埔寨境内的扶南国, 于 6世纪后期被其

藩属真腊用武力推翻, 以吉篾族为核心的高棉王国

诞生。中国古籍上所说的 吉蔑  、 真腊 、 文
单 、婆缕 , 即指这个新兴的王朝。武德六年
( 623),真腊派使者来唐。贞观二年 ( 628), 又同林

邑一起遣使来唐,太宗回赐了很多礼品。以后,真腊

的使者多次携带贵重礼物来唐聘问。永徽元年至六

年间 ( 650 ~ 655) , 仅珍贵的白象就送来了 32头。

它们都经过特殊训练,会跪拜舞蹈,每逢节日常在宫

苑中表演。天宝十二年 ( 753) ,真腊王子访唐, 玄宗

赠以 果毅都尉 的荣誉称号。后来, 真腊副王婆弥

和王后又来唐朝访问, 代宗极为重视, 以国宾礼接

待, 并特赠以汉名 宾汉 (中国的上宾 )作为纪念。

当时双方商贸往来频繁。唐巨型帆船,连桅接樯开

往真腊。行销于当地的中国货主要有金银、缣帛、漆

器、瓷器、水银、纸札、硫磺、焰硝、檀木、白芷、麝香、

麻布、雨伞、铁锅、铜盘、水珠、桐油、簸箕、木梳、针等

多种,特别是泉州的青瓷器和明州的草席,倍受真腊

人的欢迎。真腊商船也不时出现在中国海港, 其贸

易地区主要在广州。随着双方交往的进一步发展,

扶南音乐亦传入中国。唐置有扶南乐,由扶南乐师

传授后宫歌女曲艺,在节庆宴享时献演。史载: 扶

南乐舞者二人,以朝霞为衣,赤皮鞋 [ 15]。古柬埔寨

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 丰富了中国古典歌舞的

内容。

四、汉唐文化繁荣的历史启示

通过以上对汉唐文化历史成就的回顾, 对汉唐

两代中外文化交流情况的论述, 以及关于汉唐文化

特点、汉唐文化繁荣发达的主要原因、汉唐文化对后

世的影响诸问题的剖析, 似可得到如下的几点历史

启示。

(一 )统一安定是文化繁荣发达的
前提

从大文化的视角来看, 中国自秦王朝以后的封

建社会里,其文化能否全面发达繁荣,与是否具有统

一安定的大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前文之所以说大

一统是造成汉唐文化繁荣发达的首要原因, 也正是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无可否认, 促使文化发展的原

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在分裂的乱世,也会有某种

发达的文化,甚或出现繁荣, 如魏晋时期思想领域的

玄学,南北朝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等等。但这毕竟

只是文化个别层面的发达和繁荣, 而不是文化全面

的繁荣发达。从前述汉唐文化的种种辉煌成就、汉

唐两朝中外文化交流的空前盛况, 人们自然就会把

这一切同强大的、统一安定的汉唐帝国联系在一起,

并把后者理所当然地视为前者所赖以产生的前提。

(二 )经济发展是文化繁荣发达的
基础

如果只有政治上的统一安定,而没有经济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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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强大,那么文化的繁荣发达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从前文所述汉唐时期个体小农强大的情况可知,当

时社会具有一个相当稳定的经济基础。这就使汉唐

文化发展有了很足的底气。诚然, 社会现象非常复

杂,经济与文化之间并不完全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决

定关系。但不管怎么说, 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

那样, 经济是基础, 而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

!史记∀ 管晏列传#记载,管夷吾曾讲: 仓廪实而知

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斯言良是!

(三 )开放交流是文化繁荣发达的
根本途径

汉唐帝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都是最为开放的

朝代。这种开放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一是在国

内对少数民族的开放; 二是在国际上对世界各国的

开放。正因为汉唐王朝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 而不

是闭关锁国,所以才有了如前所述的那样宏大的中

外文化交流规模。可以这样说,当时世界上文明的

主要中心,皆与汉唐建立了交往交流关系。通过相

互交流,汉唐帝国既拿来又送去, 既吸收又输出,不

仅有力促进了自身文化的繁荣发达, 而且大大推进

了世界文化的发展。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谢弗教授

曾对唐代进口物品进行综合研究, 写成专著。其书

取 7世纪时撒马尔罕王国 (中国文献称为 康国 )

向唐廷进献的一种珍异黄桃 (金桃 )为名, 叫!撒马
尔罕的金桃# (中译本改称!唐代的外来文明# )。书

中从家畜、野兽、飞禽、毛皮和羽毛、植物、木材、食

物、香料、药物、纺织品、颜料、矿石、宝石、金属制品、

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方面, 对唐代的舶来品

做了相当细致的考证。国外研究者向世人所展示的

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成就再次雄辩地说明,开

放交流乃是文化繁荣发达的根本途径。

(四 )贤明式领导是文化繁荣发达
的有力保证

所谓 贤明式领导 , 即前文在分析汉唐文化繁
荣发达原因时所指出的那种明君贤臣式的领导。毫

无疑问,这种领导是集权型的。按照国外管理学家

有关领导 连续带 所划分的两种集权型领导性

态 ∃ ∃ ∃ 独裁式集权领导、仁慈式集权领导∃ ∃ ∃ 来衡
量的话,它显然应该属于 仁慈式集权领导 。一般
地讲, 仁慈式集权领导 的管理阶层对于部属有一
种谦和的态度,尽管部属对主管心存畏惧,但部属可

以参与一定的决策活动; 独裁式集权领导 的管理

阶层则对部属缺乏信心,决策均由管理层做出,然后

向下交付,必要时以威胁、强制的方法执行, 主管与

部属间的接触在不信任气氛中进行。很显然, 仁

慈式 较之 独裁式 相对富有活力。具体到汉唐的
贤明式领导,总的来看, 正如前文已经分析的那样,

其政治较为清明, 文化政策相对宽松。汉唐两代均

没有像明清时期的那种血淋淋的文字狱,白居易的

!长恨歌#直点皇帝,但皇帝对他却没有怎么样。应

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这种贤明式领导的确起

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这里,特别需要看到的是,汉唐

的贤君明臣普遍都具有较高的政治、文化素质。其

君主求贤若渴,从谏如流; 而臣子们则犯颜直谏, 公

而忘私。由这样一批高素质人员组成的领导层, 为

当时文化的繁荣发达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今天, 我

们并非认为汉唐的贤明式领导已经十全十美, 更不

是要提倡或实行这种贤明式的领导, 而是透过它来

强调高素质人才所组成的领导层的特别重要性。如

果我们的各级领导都具有很高的素质,那么我们的

事情显然要好办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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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of Chang an Culture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its boosting

ZHU Shi guang

( Institute of Ch ineseH istory and Geography, Shaanx iNorma lUniversity,

X 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 is paper stud ies the regional range, h istorica l background, ma in contents and ex isting

situation of Chang an Cu lture so as to explore its format ion. The ana lysis show s thatChang an Cu lture no t

on ly covers the reg ions in Q in Dynasty, but a lso in theW esternH an Dynasty and Tang Dynasty, and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undergo 5 stages live gestat ion, product ion, fo rmation, flourishing and subse

quent developmen.t The main contents of Chang an Culture inc lude emp ire bu ild ing, sacrif ic ial cere

mony, relig iona l act iv it ies, d iscip line and arts, cloth ing and food, sing ing and dancing. The previous re

search resu lts of it w ere rich, but its theoretical leve ls need to be improved. The author, accord ing ly,

suggests that there should be streng then ing w ork for the popu lariza tion and carry ing forw ard o f the re

search o f Chang an Cu lture and th is cu ltures o f Zhou, Q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so as to further pu t

forw ard the thorough research of the anc ient cu ltures.

Key words: Chang an Culture; Zhou, Q in, Han and Tang Dynast ies; anc ient culture; intangible

cu 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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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from Han and Tang Cultures

HUANG L iu zhu

( Schoo l o fH istory andM useo logy, Northw estU niversity, X ian 710069, Shaanx,i Ch ina)

Abstract: The feats from H an and Tang Cu ltures and histo ry w ere g reat and characterized by crea

t iv ity, comprehensive, inc lusiv ity and rad iat ion. They also havew ider connection w ith the ex terior w orld

and deeper significance in thew orld. A ll these have prov ided h istorica l en lightenments, and they are the

basic and impo rtant th ings to study.

Key words: Chang an Learn ing; Han and Tang Cultures; Chang an Culture; h istorical enlighten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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