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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丝绸之路的发现和文化内涵的解析，尤其对丝绸路历史文化的研究，是推进“一带

一路”发展战略的先行之举。丝绸之路的跨国性、历时性及文化多样性，彰显了丝绸之路研究的学

术价值与社会效应，坚持世界史观与全局性、比较论证的观点，是推进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的内在生

命力，也是当前丝绸之路研究热潮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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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２日上午，在位于西亚波斯湾西

南岸的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３８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上首个跨国申遗项

目———“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以下

简称“丝绸之路”）被顺利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１］。它与同日也被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

另一申报项目———中国大运河，都属于线性文化遗

产［２］。后者虽长达１０１１公里，但均在中国境内［３］；

而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一度

曾东展至河南省洛阳市），但在穿过甘肃省河西走

廊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天山南北地区后，即越过

国境，进入中亚，之后又延伸至南亚印度河流域、西

亚、北非与欧洲，是横跨亚洲、非洲与欧洲广大区域

的一条陆上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路线［４］。这条极为

重要的联结东、西方多个国家的陆上交通路线，早在

史前之新石器时代就已为先民们所开通。在中国，

到西汉武帝（前１４０～前８７）建元三年（前１３８）与元

狩四年（前１１９）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①，遂使之成

为双方主导的中国中原王朝与西方诸国政治、经济、

文化交往的大道。之后，到１８７７年，德国地理学家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后，

在其名著《中国》（又译为《中国亲程旅行记》，或

《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第

一卷中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因“丝绸之路”一

名形象生动又切合史实，所以一经提出便得到中外

学界与政界、商界的广泛认同，纷纷采用。还有一些

学者通过研究，不断对其路程与内容加以扩充。如

关于丝绸之路西方的终点，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德国历

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就在他写的《中国和叙利

亚之间的古丝绸路》与《从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

之路》等著作中，即将该路的西端由中亚内陆地区

向西延伸到西亚濒临地中海的叙利亚，进而到达南

欧亚平宁半岛上的罗马。甚至还有学者将丝绸之路

之两端分别延展到太平洋岸与大西洋岸［５］。由此可

见这条大道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之大，影响之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于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月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时提出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后，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列为中国之重大战略，还

得到国外许多相关国家的纷起呼应，一时间，从国内

①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



到国外，从政府到民间，包括从事国际关系、军事战

略、经济贸易、历史文化、民族宗教以及环境科学等

人文社会学界均对建设“一带一路”这一涉及全球

的发展战略表示关切并开展研究，发表了不少观点

与建议。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颇感疑虑的看法。为

切实推进“丝绸之路”之学术研究，并为实施“一带

一路”战略作出具体贡献，现根据近来对相关问题

的学习与思考，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问题陈述

一些个人见解。

一、当前注重研究丝绸之路

历史文化的意义与作用

　　前已述及，丝绸之路历经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迄

于当今的整个人类历史时期，涉及亚洲、非洲、欧洲

整个旧大陆广阔地域，包容多个国家、地区与民族，

历史演变曲折复杂，而各地区与民族、国家之文化又

多种多样、丰富深厚。尽管在中国自公元前后之西

汉、东汉时之大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在他们撰写的

史学名著《史记》之《大宛列传》及《汉书》之《西域

传》开始对之有所记载，之后在相关的史籍与诗文

中对其记述更不绝如缕；在国外，恰如李希霍芬在其

名著《中国》中论及“丝绸之路”时引述的公元１世

纪无名氏撰写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曾描述

的公元前后中国与印度以及中亚地区的巴克特里

亚，即大夏间的交通、贸易状况。自那以后，西方一

些国家和地区的使者、商人也不断风尘仆仆地来往

于丝绸之路上。其中最著名的是１３世纪后半叶，即

中国元代初年沿丝绸之路东行来华的威尼斯商人马

可·波罗。他所著的《寰宇记》，也即后世通称的

《马可·波罗行纪》，对丝绸之路与他所到达的元代

帝国相关地区之自然状况、风俗民情、宗教运动，特

别是经济与商贸状况作了翔实精彩的记载。尽管如

此，面对丝绸之路历时长近万年，地域广达数千万平

方公里这一庞然大物，对于其历史、文化方面的问

题，揭示、研究与论述都是十分不足的。当下，在丝

绸之路的一部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一带一路”

又成为全球发展战略的形势下，对丝绸之路之历史

文化加强研究，尤显重要与紧迫。

（一）这是强固对丝绸之路这一重

大历史事实认识的根本之举

前已述及，尽管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学

名著《史记》之《大宛列传》记载了“张骞凿空”的史

迹后，中外学界对这条连接中国中原王朝与中亚、南

亚、西亚、北非、欧洲的交通贸易大道就屡有记述与

研究，但迄今仍有学界中人提出种种质疑。如以为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中国人兴建的，也不是

中国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对中国的丝绸之路有需要，

才形成了丝绸之路”；如还认为在德国地理学家李

希霍芬给出“丝绸之路”命名前，中国人缺乏自觉

性，也缺乏主动性，而此后又滥用“丝绸之路”的名

称［６］。诸如此类的辩难言词还有一些。这就表明，

对丝绸之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中国人对丝绸之路

究竟有无贡献以及有何贡献等基本史实还有必要进

一步加强研究，拿出更为翔实可信的史料与研究成

果来强固学界与民众对丝绸之路这一重大历史事实

的认识。

（二）这是激活丝绸之路内在生命

力，并使之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蓬勃生

机的必要之举

大凡言之，丝绸之路这一在世界上已存在了数

千年，迄今仍鲜活地呈现于世人面前的历史综合体，

如果路网是其血脉，它所涉及的区域或国家是其肌

体，路网上往来输送的名贵货物以及政治、科技、宗

教等讯息是其血液，那么蕴涵于它们之中的文化则

是其灵魂，是其得以长期延续下来的内在生命力。

所以，唯有在进一步全面而又精当地揭示出它的形

成与发展的史实的基础上，深刻、精准地剖析出上述

种种史实的廪赋的文化内涵，才能有效激活这一内

在生命力；并使当代学人与政治、经济、科技各界有

识之士，为其培养新内涵，并使其在新的时代里焕发

出蓬勃生机，继续发挥它推进世界历史前进的巨大

作用。

（三）这是推进当前“一带一路”重

大发展战略稳健实施的有效之举

如前所述，近年来自中国将“一带一路”确立为

重大发展战略，并将之推向世界时，一方面不少相关

国家群起响应；另一方面，也出现不少疑虑。这除了

前已述及的国内有学者质疑丝绸之路并非中国人兴

建推行的以外；国外也出现了一些误读。如有人将

之解读为是中国的“西进战略”［７］，还有人将之称为

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８］；更有人竟将之说成是

推行中国式的“天定命运”，为了谋求“海上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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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推进“新殖民主义”［９］。为了破除上述种种

误读与偏见，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除了

一方面发挥政治智慧，正面宣示中国政府推行“一

带一路”发展战略，是本着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

理念与原则，加速与各国的经贸、政治与文化往来，

增强互信互利的友好关系，共建互利共赢的“利益

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的良好意

图之外；另一方面则可通过对“一带一路”之历史文

化的研究与宣传，充分展示华夏先民数千年来通过

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增进与沿线各国、各地区友好

往来互济互利的优良传统以及共同推进了世界历史

不断发展的史实，来映证中国政府的诚意，从而为稳

健有序地推进这一重大战略营造和谐融洽的气氛。

有鉴于此，笔者很同意兰州大学丝绸之路文化研究

专家郑炳林教授提出的“文化先行”的建议。针对

中国现在提出的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得到了

很多国家的响应，但也有个别国家和地区对此不是

很了解这一现象时，郑炳林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建议实现文化先行，先从文化领域推进：“让更多的

人来到中国，感受中国的诚意。”［１０］笔者也由此认

为，进一步加强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是当前切实

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稳健实施的有效之举。

二、当前开展丝绸之路历史文化

研究应确立的几个新观点

　　为回应“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需要，也为在承

接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丝绸之路历史

文化研究，笔者认为应首先确立以下３个基本观点：

第一，全球史或世界史观点。鉴于以往国内学

人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大多着眼于国境内之内

容，很少对国境外之相关内容着力开展研究。所以

不仅多数成果均为国内之史实，而且其基本观点也

都是立足于中国史，仅从中国历史发展角度说事。

上述研究在当时来看是有价值的，值得肯定，但在今

日来看，就显得太狭隘了。究其原因，当然主要还是

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条跨国、跨洲的国际间大通道，

要对其全貌有深入认识，需要从局部区域个别路段

做起，但最终毕竟要对全路段加以整合，特别是要从

世界史的观点来加以统揽提升，发掘其在世界历史

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以便

在今天加以发扬光大。所以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

研究首先还应对国内部分继续开展研究，但应有关

照世界史的眼光与胸怀，要跨出国门，对国境外的相

关内容，或独自进行，或与所在国家、地区学者合作

积极投入，以便推进对“丝绸之路”整体历史文化的

全面深入研究。

第二，区域性观点，也即非线性观点。以往不少

人将陆上或海上之丝绸之路看作是跨国、跨地区的

交通线路，具有显著的线性特点。２０１４年 ６月 ２２

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３８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

路网”与“中国的大运河”同时批准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后，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３日《光明日报》与６月２５

日《中国文物报》分别在头版头条报道这一重大喜

讯时，称丝绸之路与大运河“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

广泛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超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巨

型线性文化遗产”。在之后的媒体宣传中也就着重

介绍了丝绸之路与大运河沿线之节点城镇及重要文

物古迹遗址，这就更强化了其线性文化遗产的认识。

然而通过不断深入的研讨，特别是国家确立了“一

带一路”发展战略后，大家已经认识到，“一带一路”

不仅具有带动“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工作开展的功能，还承担着构建国际性区域新合作

格局［１１］，契合国家大战略的历史性重大任务［１２］。因

此有专家明确指出，“一带一路”这一富有战略意蕴

的原则概念，重新划定了以沿线６０多个发展中国家

为优先范围的“朋友圈”［１３］。还有学者形象地譬喻

道：“一带一路”，实际上不是两条线，而是一张巨大

的网①。当然上述见解都是将“一带一路”看作是国

家重大战略而作的解读。而作为落实国家这一重大

发展战略而必须先行的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很

显然就不能局限于对其沿线重要节点的研究，而是

应扩大到丝绸之路沿线区域这一广大的面上，也即

一个广阔而又恰当的区域上。唯有这样才能在既有

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丝绸之路区域之历史

文化研究。

第三，注重文化比较研究的观点。从前述可知，

丝绸之路贯穿人类整个历史时期，涉及之地域广阔、

民族众多，因此仅论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国家之某

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即含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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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而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国家，就是同一种文化也

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林林总总的文化现象，既

有因历史时期的演变而造成的前后不同，也有因地

域差异而形成的多种表象。因而我们在研究丝绸之

路的历史文化时，在厘清其历史发展过程的前提下，

开展各类文化现象的研究时，要遵从世界史观点与

区域性观点，还应遵从比较式的观点。面对丝绸之

路所包容区域形形色色、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既要

将它们各自的内涵与特色研究清楚，还当将它们历

史上前后时期因演变改造的不同与不同地区、国家

因不同条件（包括自然与人文因素）所形成的差异

揭示明白，再加以对照，探寻彼此的异同及其导致的

原因，这样我们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就会更

加丰富，也更深入，因而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社会

效应也会更为重大、更加彰显。

也正是在注重文化比较研究观点的指引下，我

们可在深入研究了丝绸之路在历史时期各阶段之各

地区或国家文化之主要内涵与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可

顺势开展下述研究工作：各历史阶段各地区或国家

间之文化交流的内容与方式；各历史阶段各地区或

国家间文化之相互影响及其效应；当前各地区或国

家间文化交流之新特点与新手段以及政府和民间应

采取的回应措施、态度。

很显然，上述几方面的研究工作，必须秉持世界

史观点与全局性观点，特别是文化比较观点方能做

好。而其所研究成果，无疑对强固“丝绸之路”历史

事实的认识，激活“丝绸之路”内在生命力、切实推

进“一带一路”重大发展战略的稳健实施都是有着

具体的学术价值与现实的社会效应。

三、结语

　　当前随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又加上中国政府将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确定为

重大战略决策，并公开推向世界之后，已引起相关国

家政府与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及热议。可以肯

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在“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共同协力实施这一战略构想的过程中，对

丝绸之路之学术研究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使之

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其规模与成果及其社会影

响都大为超越历史时期。作为学界中的一员，而且

又是长期生活与工作在丝绸之路东方起点城市———

西安的历史地理学者，自当积极投身于正蓬勃兴起

的新一轮丝绸之路研究热潮之中。作为前期的一个

成果，先仅就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如何顺应当前形势

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展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

究先奉献几点个人见解。自认为有几分新意，以供

大家参考，如有不当之处也敬请大家批评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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