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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域、解域与古代丝绸之路书写的新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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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２７）

摘　要：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梦华体”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书写剧场里的主流与常态，复杂的

历史被制作成“历史质”平坦光滑的时尚表演。在“炸毁围墙”与存在照面的道路上，更大的人类性

关联与脉络、更为灵活多元的知识与框架的卷入不仅仅必要，实在就是解除当下相关知识生产困境

的必由之路。通过慢思维，我们或者可以开启与另一些存在性构成共融共在的“我与你”机制。借

用“应手式”觉悟，“我们能够与作为现成者的世内事物相遇，能够让自己远隔着事物，并以理论的

方式处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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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７７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

开启了命名与解释丝绸之路的历史。在漫长的海外

时辰主宰丝绸之路叙事之后，２０１３年伴随着新丝绸

之路战略构想的出场，丝绸之路迈进更为辽阔的叙

事扩容的新时代。以中国为例，笔者于２０１４年１０

月２５日在互联网上检索“丝绸之路”，亚马逊网站

可以反映出来的相关图书信息为８４９条；当当网站

可以找到的相关图书是１２０２条；而在中国知网上，

丝绸之路名目下的相关论文信息竟然高达６４９５９

条……在回答斯芬克斯之谜的行动中，丝绸之路

“好像给幽梦罩了一道纱似的，她那冷傲的缄默的

嘴唇微露笑容，微笑中带着永久的沉默”。“六条路

通到斯芬克斯的像前，这六条路从遥远的地方来，引

到同一个目的地。”“每条路上都有一个流浪人在走

着，每个人身上都笼罩着命运的残酷的诅咒，头额上

都印着一种不是由他自己支配的力量，他大步走向

在天际隐约现露着的遥远的世界，那种在空间上隔

得极远而在心灵上相距甚近的广阔的世界。”［１］

存在是“一种柔性的东西”［２］。通过丝绸之路

发现“金苹果”———“圣人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

如金苹果装在银器里。’……所谓‘银器’是一种丝

网；我是说带有细密的网眼的丝网，如银匠的手工制

品。之所以这样称它们是因为可以透过它们看到下

面的东西……。因此，圣人说，一句同时包含两个意

思的话，就像是一个覆盖着带有很小的银丝网的金

苹果。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种箴言如何构成了一个

巧妙的寓言。因为它说在一句包含两个意思———他

指的是外在的和内在的两个意思———的话中，外在

的意思应该像银一样美，而其内在的意思应该比这

一外在的意思还要美……如果远远望去或不仔细观

看，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个银苹果；但是在一个目光敏

锐的观察者仔细的注视下，它的内容在他的眼前变

得清晰，他知道这是一个金苹果”［３］———的努力，偏

偏撞上了“塞壬的沉默”———“在和语言的关系上，

在和其言在的关系上，所有的人都身处卡夫卡的寓

言里，就像面对着塞壬的尤利西斯。她们的歌



声———来自语言，来自非认识区中心的呼唤———当

然是可怖的；可怖，以至人们为了不在那里被征服而

用蜡堵上耳朵，并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但是卡夫卡

补充说，塞壬们有一种比她们的歌声更恐怖的武器：

就是她们的沉默。‘它从未发生，但是这并非完全

不可想象，某人可以从她们的歌声里逃出，但是从她

们的沉默中逃生，那绝对不可能。’在人与语言的相

遇中，与他最亲密的塞壬的相遇中，人可以发现她的

沉默，或者她不在那儿，她撞上了她本质性的

沉默。”［４］

就丝绸之路的叙事而言，我们依然需要发问的

是：“我们在哪里？”“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

去哪里？”“我们如何去那里？”通过哲学家卡尔·波

普、美术史家贡布里希、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等人所

倡导的“慢读学”路径，人类可以找到有关“丝绸之

路叙事”解放的新航线。

一、“梦华体”美学与丝绸之路的

叙事习性

　　尽管自１９８７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始终致力

于建构“丝绸之路综合研究：对话的道路”，期盼着

“于此时和此地，在人类思想中筑起和平的保

障”［５］；尽管当年的方豪先生已借《中西交通史》勾

勒图景，希望透析和描绘“民族之迁徙与移植；血

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播；神话、寓言之流

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

译；商贸之交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

平之维系（使节之往还、条约之缔结等）；和平之破

坏（纠纷、争执与大小规模之战争等）”［６］。但是，丝

绸之路实在适合于建筑人类的记忆。在已经“错过

繁盛与光荣”的时代中，大肆发挥虽不能至心向往

之的奥妙，出实入虚，将回忆与想象结合起来，将目

标最终锁定到“历史的传奇”、“优选的时刻”，就是

一种必然———从容丝路，惟在梦寐，惟在文章。也因

此，理想地生产并完成丝绸之路文献资料的整理与

汇编，编制一份全维度的丝绸之路谱系，都还没有提

到书写的议程。

检索文献，西方丝绸之路研究结出的《海市蜃

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丝绸之

路上艺术作品的大旅行》、《丝绸之路：科学与文化

问题》、《丝绸之路上的佛佗与幽灵》、《丝绸之路：旅

行文学讨论会》、《艺术总汇、空间田野》、《丝绸之

路，世界之路》、《丝绸之路与威尼斯》、《马可·波罗

与丝绸之路》等智慧花果，显然还是“东方主义”麾

下的“海市蜃楼中的帝国”，是“一切都沉浸在一种

无与伦比的浪漫气息中”的异域文明的写照［５］。

中国学界希望另辟蹊径，开启全新的丝绸之路

学另类思考。但是，目前出版的《瀚海驼铃：丝绸之

路的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神话研究》、

《丝路文化与五凉文学研究》、《丝绸之路与中国传

统法律文化的传播》等书写丝路的成果，范围还小，

不足以支撑完美地书写中华文化光荣史、替中华文

化建构应有的象征资本的梦想。

以有限的阅读材料来说，强烈的“梦华体叙

事”———“梦华体”的源头始于南宋孟元老那部追记

北宋覆灭前汴京一晌繁华的名作《东京梦华录》。

根据记载，南渡以后，孟元老怀念汴梁“节物风流，

人情和美”的生活，遂援笔为文，发挥感慨，成就历

史性书写，亦即所谓“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

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

之曰《梦华录》”［７］。２００９年，伊永文教授提出“梦

华体”［８］概念，后经王德威等人共同努力，将这种独

特的叙事路线———“不动声色，却写尽声色之极”；

“繁华靡丽不论如何眩人耳目，却终于归向空虚失

落”；无论形态怎样的多元与漫散，“底蕴（却）是关

于事后———或后事———的美学，悼亡伤逝的动机挥

之不去”（王德威语）———重新发现，并勾画出了包

括《武林旧事》（周密）、《陶庵梦忆》（张岱）、《板桥

杂记》（余怀）、《扬州画舫录》（李斗）、《金陵杂记》

（涤浮道人）、《春申旧闻》（陈定山）、《故都忆往》

（梁实秋）在内的“梦华体”谱系［９］———特质的确充

斥于相关叙事之间，成为普遍的、主流的、挥之不去

的美学气息。结果是，丝绸之路叙事再现历史学家

笔下的文艺复兴叙事的危机———“荷兰历史学家约

翰·赫伊津哈写道：‘在听到文艺复兴这个词时，迷

恋过去的美丽的梦想家看到的是紫色和金色。’更

准确地说，他（或她）在心目中看到的是波提切利的

《维纳斯的诞生》、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列奥纳多

的《蒙娜·丽莎》、伊拉斯莫、卢瓦尔城堡和《仙后》；

所有这些合为一体，组成一幅创造力和文化的黄金

时代的画卷。”［１０］

孟元老的认知资源来自于《列子·皇帝篇》里

的华胥国，在那里，人类分享到最和美、恬静的生存

胜境：“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

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矢殇；不知亲己，不

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

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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挞无伤痛，指无屑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

雾不碍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

踬其步，神行而已”。

到了丝绸之路，则是“包容惠及”的“正典”呈现

“丝绸之路之所以称之为神话与传奇故事之路，是

因为在这条道路上伴随货物一同产生的副本，它们

输送的是信仰，信仰的载体，稿本著作，地图，艺术

品，豪华品等……”［５］。例如，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全

方位反映敦煌历史与文化的文献纪录片《敦煌》里，

“探险者”（第１集）来了，在那里开启了一个秘密之

地；“千年的营造”（第２集）；“藏经洞之谜”（第 ３

集）；“无名的大师”（第 ４集）；“敦煌彩塑”（第 ５

集）；“家住敦煌”（第６集）；“天涯商旅”（第７集）；

“舞梦敦煌”（第 ８集）；“敦煌的召唤”（第 ９集）；

“守望敦煌”（第１０集）汇成了敦煌的历史、丝路的

历史。在剧情介绍中，我们可以读到充满了“梦华

体”美学气息的文字。例如，“天涯商旅”：“这是一

条繁忙的商道。从张骞凿空西域开始，各路商旅的

驼铃声就在这里响起。敦煌是这条丝绸之路的咽喉

所在。”“粟特人是这条商道上活跃的民族。”“本集

讲述的正是沙拉等几个粟特人怎样踏上丝路商贸之

旅，经过一路坎坷之后，却因安史之乱而终生未能到

达长安，最后终老敦煌的故事。通过勾勒沙拉这个

个体曲折的命运，展现历史行程的衍进，反映赋予丝

绸之路以活力的粟特人群体与敦煌的商贸气质。”

例如国学大师季羡林那篇文字华美、诗性荡漾

的遗稿《在敦煌》，就将“这一个地方”写成“像是一

幅中国水墨山水画”：“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国、印

度、希腊的文化在这里汇流了。世界几大宗教，佛

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这里汇流了。世界的许多语

言，不管是属于印欧语系，还是属于其他语系也在这

里汇流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学、艺术、音乐，也

在这里汇流了。至于商品和其他动物植物的汇流更

是不在话下。所有这一切都在洞子里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痕迹。遥想当年丝绸之路全盛时代，在绵延数

万里的路上，一定是行人不断，驼、马不绝。宗教信

徒、外交使节、逐利商人、求知学子，各有所求，往来

奔波，绝大漠，越流沙，轻万生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

奈苑，虽不能达到摩肩接踵的程度，但盛况可以

想见。”［１１］

例如ＦＢ于格、Ｅ于格合作完成的那部得到翻

译并被尊为理想的丝绸之路研究成果的著作，以及

更多的丝绸之路研究成果中［５］，丝绸之路就是美丽

的异乡———“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的历

史，确实应包括能满足那些苛求成性的读者之好奇

心的内容。

其中一应无缺：绝不会有一条龙、一位公主、一

座金城、一个海盗于其中付之阙如，难觅芳踪。其背

景与人物，一切都沉浸在一种无语伦比的浪漫气氛

中，而且又被由丝绸激发出的追求豪华与嗜欲的倾

向所加强。丝绸之路沿途有撒马尔罕和威尼斯、布

哈拉和广州、巴尔米拉和亚历山大城、印度和中国，

还有骆驼队于其中失踪的沙漠以及仙女花园。至于

这部历史上的主人翁，那便是亚历山大和中国大明

朝的人们、成吉思汗或瘸子帖木儿，辛伯达或马

可·波罗，少数人也许会被此激发起创作史诗的灵

感，哺育异国情趣和仙境神域的遐想。”

这样一种神话般的氛围，主要是反映了丝绸之

路的经济意义，但也反映了它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方

面的重要作用。丝绸之路不仅将欧亚大陆的两极联

系起来了，而且也决定了欧亚大陆的历史发展。

现在，甚至使人们竟然忘记了，丝绸之路有时也

是在山坡上的崎岖小路、难以辨认的曲径、由地形地

貌或含糊的方向形成的道路，行人只是凭经验而沿

着主导方向摸索前进”［５］。

在这样的修辞情势里，“丝绸之路身负着如此

之多的美梦”，“惟有澳洲和地球极地才脱离了丝绸

之路的网络”［４］。在这样的意义上，“‘丝绸之路’一

词于是便概括了东西方之间不同性质的交流。这一

切都变成了异种文化发展繁荣的证据，也是近代世

界似乎受之启发的一种历史对话的象征。这几乎是

一门独立的学科：一部交流、运动和启示的历史，而

贸易史仅为其物质基础，或者仅仅是其借口和托词

而已”［４］。丝绸之路的消失肯定就是历史的遗憾：

“中国闭关了，中国失落了。丝绸之路似乎被中断

了。当眼巴巴地看着现在已经无用的郑和帆船腐烂

时，谁能不相信这一切呢？中华帝国放弃了远航。

阿拉伯人控制了印度洋，太平洋很快落到了倭寇

手中。”［４］

大量的工作针对这一点而来，结果是简单的标

签化处置，在事实上让丝绸之路成为“神话学机

器”：“它生产出神话，并且以同样的方式，产生出根

深蒂固的幻觉，从而把神话支撑在被禁止寻找的内

壁中间。”［４］

因应形势，历史的结构发生了转变，“被问者”

成了“发问者”。信心满满的人类面临着深度的挑

战，堪与人类最丰富的文化事件相媲美的丝绸之路

再次开启斯芬克斯式的发问［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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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新／再叙事获得解放

　　惰性造成困境，其中情形颇似当年针对陕西的

那种批评：１９２４年七八月，应邀赴陕讲学、抱持着为

创作长篇小说或剧本“杨贵妃”搜集材料目的的新

文学家周树人，遗憾地结束了陕西之行，他的结论

是：“我不但甚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

一点印象也打破了。”［１３］仿佛是呼应似的，同期而行

的历史学家王桐龄说，拥有无量资本的陕西，正陷入

了被遮蔽与自我放逐的现状，除了环境的不良，更为

可怖的是，“官吏存五日京兆之心，人民有得过且过

之想，不肯积极地研究或整理”，以致造成“有如此

华贵光荣之历史”的陕西的消沉与堕落［１４］。

这里需要如炬的目光，需要如炬的思想和丰饶

的目光联手行动。所有的细节都在显现“真理”；所

有的“临床目视”：“临床医学不仅仅是解读可见物，

它还必须发现它的秘密”［１５］，都充满着无比的洞察

力、无比的注意力、无比的技巧、无比的耐心。所有

的临床行动都包含“打开皱褶”的特性，并将目光变

成凝视，“凝视不可思议地指向物（对象、目标、客

体）和物所在的方向与位置”［１６］。

为了寻找解放的新航线，丝绸之路叙事需要以

辩证的名义、全新的意识，再次出发：“再使用、再思

考、再创新、再构建、再完成、再装饰、再建设、再浇

铸、再点燃、再回归、再定义、再恢复青春、再流行、再

组合、再评价、再工作、再酬谢、再出众、再记

忆……”［１７］新的解放的航线，使“文化与经济互为激

荡的空间”，穿越竞争性的多重世界，获得周彻的

解放。

转身很重要。有一段话这样说：“我今天说话

的主题是‘为什么’这个词。以我拙见，这个问题是

上过大学的人们最不善于回答的问题。因为他们很

少受到过这方面的训练去回答‘为什么’，他们受训

于回答‘是什么’，或者其他什么诸如‘何时’，偶尔

还会是‘怎样’，但通常不会是‘为什么’。在你们对

我的采访里，我的感觉是，你们可能问‘为什么’问

得不够。而如果你们问了‘为什么’，那么你最终得

到的观点将会比你问‘是什么’要深入得多，因此我

今天的谈话就是关于‘为什么’”。同样，明智的做

法是我们需要在“是什么”之外，多问丝绸之路几个

“为什么？”［１８］例如“丝绸之路”为什么能够美名永

流传？

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提到西方世界全

球化的秘密：“人们完全有很好的理由来说，欧洲人

的一项特别的技艺就是输出华盖———便携的天空象

征。对于旅行者来说，它就是所谓的‘头上的一片

天空’。欧洲人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向外扩张中居于

领先地位往往并非得益于他们的灭绝政策，更多的

原因在于他们那种无论在哪个偏僻的角落都能保留

一个微小的自我空间的能力。当海岛居民移居欧洲

后，在那里会很快失去其参照，而欧洲人总是试图从

他们的船上、从使命中以及他们的自我技术中竭尽

全力地将自己带到各个地方去。可以说，欧洲移民

发明了‘世界露营’。无论他们走到那里，都会使自

己成为一个更好的观察者：这个观察者是一个通过

某种理论窗口去窥视他者的人，但反过来却逃避相

反方向的观察。因为他们拥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精神

窗口，因此那些主导业务的欧洲人较之被他们发现

的他者，一般都要在描写、分析和行动能力上占据优

势地位。根本上说，进攻者之于空白空间的关系有

着以下五种球面学的解决形式：船的神话、基督教信

仰、对祖国领主的忠诚、对外部空间科学的领会、语

言的翻译。每个这种实践活动都产生了一个属于自

己的空间诗学，它们分别对阶段任务作出贡献，要么

为去的人以及入侵者使外部空间变得可以生存，要

么就迷惑它的集中和掌控。”［１９］

与欧洲的扩张不同，开辟出后来称之为丝绸之

路的动机，就是对单一民族（匈奴）控制河西走廊、

切断长安到西方的通路加以改善，这与新丝路文化

的开掘动机惊人地相似。更有意思的是，尽管政治

上、军事上屡有冲突，各种文化却以不同的主体而存

在。例如，鸠摩罗什是被前秦的苻坚派吕光“请”来

的，正是由于这位西域高僧在长安翻译的 ３５部佛

典，大乘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长安成为中国佛

教由小乘佛教为主向大乘佛教转移的策动地。隋唐

时期，佛教形态多样，学派林立，在佛教８宗势力中

长安拥有６宗（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密

宗、律宗），俨然高密度的佛教文化生产场域。佛教

成为“同意统治”的新盟友，“佛教各首领出入宫廷，

它的外地上层也被赞为‘利根事佛，余力通儒，举君

臣父子之义，教尔青襟……遂使悍戾者好空恶杀，义

勇者殉国忘家，稗助至多。’”（《杜樊川集·敦煌郡

僧正慧宛除临坛大德制》）

从战争开始的行动最终却启动了沟通与传播。

各种热烈的情形显然可以证明，这已经超越了“各

美其美”的境地，显然是理想的“美美与共”大图景。

所以，我们应该称丝绸之路为文化的“阿莱夫”：“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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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切地方都在其中的地方，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

去看它，每一个事物都清清楚楚；但它又是一个秘密

的、猜想的事物，充满幻想与暗示，对于它我们家喻

户晓，但从来没有人彻底地看清它、理解它。这是一

个‘无法想象的宇宙’，或如列斐伏尔所说，是‘最一

般的产品’。”［２０］

很显然，丝绸之路堪称“传奇品牌”，“传奇品牌

通常演绎一种品牌神话”［２１］。“品牌神话利用品牌

叙述传达一种世界观，一系列超越商品使用功能和

认知产品特征的神圣信念。品牌叙事以存在主义的

纽带形式把消费者和品牌联系起来，它是品牌力量

的基础和源泉。品牌神话以自我循环的方式运行，

这种自我循环能够带动消费者的积极参与。”［２２］不

仅仅如此，丝绸之路甚至可视作文化历史上的“偶

像品牌”，尽管并没有具体的劝说、概念制造、抽象

联想，而是顺应历史与趁势而为的行动，但是在事实

上“消除了一个民族的集体忧虑，满足一个民族的

集体愿望”［２２］。本文作者的看法：莫高窟是信念虔

诚的代理体系，这个千年的大工程，开凿的竟是单一

的主题。甚至２００年的吐鲁番伊斯兰政权统治，莫

高窟被弃置一旁，也并未遭到刻意的破坏，佛法的主

题仍然可以自然地生存。可以想象一种景象，如同

西方人虔诚地奔去修葺巴别塔一样，向佛的东方人

从四面八方聚来，一凿一凿地开拓出神往的佛法世

界。动荡的政局没有妨害石窟的开凿和壁画的勾

绘，鸣沙山南北１６００米的崖面上，竟然有千余个大

小不一的石窟。壁画的面积竟然达到４５０００平方

米，倘若把这些壁画并列于３米高的墙面，长度就是

１５公里。倘若“走进了洞子，就仿佛走进了逝去的

古代世界，甚至是古代的异域世界，仿佛走进了神话

的世界、童话的世界。在很多洞子里，我们又仿佛走

进了西方的极乐世界。所有这一切世俗生活的绘

画，都是用来宣扬一个主题思想：不管在什么样的环

境中，只要一心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净土，享受

天福。”［１８］

莫高窟是创造性转换的实验。“莫”通“漠”，它

竟然在沙漠的高处开凿了石窟，将发源于印度的、从

山的崖面横向开凿石窟寺的做法加以中国化。“道

教的结构乃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五行观念基础上，

即四方加上中央，换句话说，其宗教仪式空间是以横

向为基准的……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了新的空间观

念，如层层相叠的各种结构，虽然经过了多次的扭曲

和误解，仍旧反映出佛教的二十八层结构。”从前中

国人并未感觉到修建向上的塔体的必要，此后华夏

大地四处都有传递着垂直向上、追求升华的佛塔肌

体。早期的壁画主题是本生谭，到了唐窟，则演成了

描绘佛、圣众、极乐世界的净土变……终于，莫高窟

成长为创造的圣地，纹饰的变种、美术的革命都在其

中。甚至色彩因为化学变化产生的绝妙，都像第

２７５窟中的交趾弥勒佛像一样，让人赞为创造的榜

样。而不同时代的美学竞争，例如第１０３窟壁画开

露部分所外泄的秘密那样，唐玄宗时期建造的石窟

原本配合着偏重于红色美学趣味的唐代壁画，到了

后世西夏人自信独立的美学胜过唐人的趣味，色调

偏青的西夏壁画于是覆盖了曾经的唐代画面，更加

刺激了这种创造的革命［１８］。

在西方的扩张史上，“船舱的诗学”是核心意

象。“轮船，在适当的比例上如同汽车或房车，是一

个动员起来的窝或是一个绝对的房子。从存在的角

度来看，任务就意味着：内部空间的动员———这和把

生活范围累加起来相似。因为轮船同时实现了‘在

自己旁边’的逃避的双重要求，所以它———特别是

以其早期的远洋轮船的样式———成为一个消除矛盾

的原型。它将两个极端对立的追求———居住和冒

险———统一在了一起。随之而来的则是给共生关系

带来了可能性———感觉上就如同一艘驶向未来的飞

船。轮船就如同一个肚腹，庇佑着一胎幼仔；他们要

到他们能到的岸上去，在无语境依附的房门外做他

们想做的事情。”［１９］与之相差别，在丝绸之路的世界

里，人们感觉到的是路、关、城……无尽的长路制造

了无奈的美学，让丝绸之路沾染上悲观、哀叹的气

息。长路显然是人类用来穿透认识帷幕的“破城的

公羊”，它的后面挺立着隐约的“阿里阿德涅彩线”。

漫漫长路成了剧场，时间被放逐，空间成为压倒性力

量，因此，“慢思维”开启了如何与另一些存在性构

成共融共在的“我与你”机制。借用海德格尔的说

辞，长路给了人省思存在、观念及其遮蔽，开启“应

手式”觉悟———“我们能够与作为现成者的世内事

物相遇，能够让自己远隔着事物，并以理论的方式处

理它们，这就是哲学家们通常处理事物和世界方式

……事实上，朝向世界的这种进路，进一步遮蔽了缘

在存在于世界之中的原初方式”；基于此，“海德格

尔极力主张，我们遭遇事物的更为根本的方式是应

手式的。事物在我们的使用之中被展开”［２３］。

对于丝绸之路以及丝绸之路叙事而言，丝绸之

路仍然需要正名。发掘丝绸之路、传奇品牌、偶像品

牌资源，依然急迫且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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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呼吸”而非“设想”“朦胧的媒介”

　　“丝绸之路的历史，确实包括能满足那些苛求

成性的读者之好奇心的内容。”［５］但正如德里达所

说的那样：“遗产根本就不能被聚集在一起，它根本

上就不是一个自身完整的整体。它的假定的统一

性，如果有一种统一性的话，只能存在于有选择地重

申的指令中。‘你必须如何’这句话意味着你必须

过滤、筛选、批判，必须挑选出几种不同的可能，他们

都寄寓于同一指令中，且是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围绕

着一个秘密寄存于同一指令中。如果遗产的可阅读

性是给定的、自然的、透明的、单义的，如果这种可阅

读性既不要求同时也不对抗解释，那我们就没有什

么可以从中继承的东西了。那么我们受它的影响就

像是受一种自然的或遗传的因素的影响。人们总是

要从一个秘密中继承点什么———这个秘密说，‘阅

读我吧……’”丝绸之路皱褶的开启需要新的口令

和密码。丝绸之路叙事要想从许多既有的势力解放

出来，还有相当多的困难需要克服，尤其是认知上的

那些旧习，需要人们费心用力地凝视、研读，与克服。

以建设的立场看，丝绸之路的当代书写———包括文

字、图像、音乐等叙事形态与美学———甚至急切地期

待着新的、充满智慧的“丝绸之路制图学”的资助。

透过建立在现代知识学基础上的新制图，那些一度

隐匿的叙事将得以堂皇地出场，并成为丝绸之路新

叙事场域中有机的分子。

倘如可能的话，我们可以采纳周有光先生的建

议：“周先生１０５岁时，《南方人物周刊》做过一次专

访。当时，周先生对记者讲：‘我做研究有这种视

野———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

界。’他还讲，正是在这样一个视野内，他用了三十

年时间研究汉字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最后写了本

《世界文字发展史》，‘补充了现代的知识，跟外国联

系，把汉字的学问扩大到世界’。”［２４］暂时放开民族

主义的有色眼镜，将思考的世界扩张到世界主义的

方位里去，在世界主义的视野里，通过抱持的大历史

的心态，坚守文化多元主义的框架，或者，我们可以

重新寻回被西方“偷窃的历史”———就像李约瑟诠

释四大发明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欧

洲的农业、骑士文化，艾田浦力证传教士从中国发出

的通信如何影响了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并最终影响了

欧洲的现代化进程那样，解构西方文明系希腊、罗马

文明独立发展过来的“神话”，释放长期遭遇遮蔽的

东方文化的无量魅力和智慧。在强力夺取的西方文

明模式之外，赫然呈现互为主体的“传播—沟通文

明模式”，替新时代中国梦的实现，开掘出源自丝绸

之路的智力支援，寻找到中华文明复兴的、解放的新

航线。

倘如可能的话，丝绸之路叙事需要解构经验主

义的辖域，开启战略性学习：“更好地理解创意工作

及其机构是如何变化，更好地理解怎样才能培植更

为生机勃勃的、更加具有创造性与多样化的文化生

活。”［２５］在积极的品牌轮盘意识支配下，通过语境知

识，从创意者网络、创意表达领域、消费者市场三位

一体的角度，真实地理解丝绸之路与创意活动的核

心构成。在新的知识的支配下，再建构重新出发的

智慧市场，让文化创意产业市场不再是经济学家、企

业家独享的世界，而是一切生机勃勃的创意劳动力

如艺术家、作家、编剧、设计师、画家、音乐人、舞蹈

家、传媒人、另类社会活动家、亚文化群体，自由传

承、创造，让外来的思想可以自由舞蹈的乐园。让情

景主义者所称赞的那种人人全力以赴、追求快乐与

新奇的“带来顽皮创造力的意志”的创新动力，成为

新的地方民俗学；让小说家雷·布莱伯利想象的那

种“跳下悬崖，在下落的过程中长出翅膀的人”，成

为缺乏激情与活力的文化创意的生力军。

倘如可能的话，我们需要借助科学、智慧的援

助，重新发现再出发的文化 Ｍｅｍｅ，让信息的集合，

包括时尚的、哲学的、政治的标语、理念、语调和概

念，可以在大脑之间跳跃，像基因在种族之间传递一

样，在人与人之间有效传播。“有效的Ｍｅｍｅ能够转

换思想、改变行为、催化集体的思维转变以及变换文

化。正因为如此，争夺Ｍｅｍｅ的战役，就是我们这个

信息时代的地域政治战。谁拥有了 Ｍｅｍｅ，谁就拥

有权力。”［２６］

四、结语

　　“凡是属于‘墨提斯’的，都不受从个别到一般

的概念化的包罗。”［２７］丝绸之路叙事建设需要汇聚

审美创意、进步生活论述和新颖表达的大剧场。为

了实现这一重要的建设目标，走出套路化、泡沫化的

窘境，别开一途，邂逅更加多样的思想，创造出更新

的卓越与辉煌，显然急迫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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