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

主旨演讲，为各方坚守合作初心，牢记发展使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凝聚了信心和力量，为共

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大正能量。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广大史学工作者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深化古

丝绸之路研究，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智慧。今天学术版刊发的 4 篇文章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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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丝绸之

路凝聚了先辈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促进了亚欧大陆各国互联互通，推动

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

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所

说的古丝绸之路，是指联系古代中国

和中亚、印度以至地中海地区的交通

体系，由三条主要路线构成，即绿洲

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

之 路 。 草 原 丝 绸 之 路 最 早 开 辟 ，中

亚、西欧的考古发掘证实，欧亚草原

地 带 在 秦 汉 以 前 就 有 丝 绸 的 传 输 。

绿洲丝绸之路始于张骞通西域，这是

中国与河西走廊以西的大西域地区

建立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开始，也是中

华文明与当时世界上的主要文明接

触交流时代的开始。在陆上丝绸之

路开通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同

步发展。古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充

分表明，它不仅是通商易货之路，更

是知识交流之路、友谊之路，这与历

史上中国历代王朝客观上担当了交

流主体进而促进和保障千年丝路延

绵不绝密切相关。

相 较 古 代 中 国 在 推 动 古 丝 绸 之

路发展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目前

国内的相关研究尚有不足：一是系统

的整体性研究比较缺乏，研究主要以

丝路遗物遗迹和文献考据为主；二是

注重境内的考古发现，对国外丝路研

究成果的吸收和利用不足，文献解读

能力和研究基础有待提高；三是关于

沿线文明古国对于丝路文明形成和

东西方文明交流贡献的研究有待深

入。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

“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10 周 年 ，如 何 进 一

步探索和完善古丝绸之路的研究路

径、建立中国特色的古丝绸之路研究

体系，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应当承担的重

要责任。

在研究视角方面需要宏观微观兼

顾。在历史研究中，宏观综合性研究

是建立在微观研究基础上的。万里丝

路，千年沧桑。深化古丝绸之路研究，

既要有注重整体的国际视野，也要有

研究细节和个案的绣花功夫。一方

面，宏观研究要为微观研究提供合理

的定位。要加强古丝绸之路历史和文

化的整体研究，将其纳入地区史、中外

文明交流史、世界史等框架中，深入探

究古丝绸之路在推动地区文明、人类

文明发展进步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另一方面，微观研究要为宏观研究拓

宽和夯实历史细节的基础。在细节和

个案研究中，要有意识地将研究对象

置于中外文明交流互动的宏大视野下

进行定位定性，对新发现的文本、铭

文、遗址、遗物、艺术品等蕴含的历史

信息和文化内涵做好探微研究，对古

丝绸之路的开通、延伸和延续，古丝绸

之路上东西方文明的接触、交流和融

合，古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地区和民族

等做好深入的个案研究。

在 材 料 运 用 方 面 需 要 中 外 并

重。古丝绸之路横贯欧亚大陆及相

关海域，经过各古老文明地区。古丝

绸之路上的国家、地区及其文明的历

史变迁，尤其是它们通过古丝绸之路

与古代中国的关系应成为研究的重

点。因此，我们既要充分利用本土资

源，又要高度重视域外古文献、考古

新发现。要对境内的文化遗存进行

有计划、有组织的研究。比如对佛教

石窟寺的研究，对民族融合的研究，

对器物、艺术演化的研究，都可以继

续深入推进。在域外材料方面，目前

对于古丝绸之路上国家和地区的研

究尚相对薄弱，需要利用好当地大量

出土的钱币、城市遗址、寺庙遗迹、墓

葬、碑铭等实物，对文献记载比较模

糊或阙如的国家和地区文明进行深

入研究，特别是力求解决一些悬而未

决的历史疑案。这对于弥补我国在

中亚、西亚古代文明研究中的不足，

改变重本土、疏域外的研究现状，建

立以本土资源为基础的多方位研究

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在 经 世 致 用 方 面 需 要 古 今 贯

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当今

世 界 的 各 种 挑 战 ，我 们 应 该 从 丝 绸

之 路 的 历 史 中 汲 取 智 慧 ，从 当 今 时

代 的 合 作 共 赢 中 发 掘 力 量 ，发 展 全

球 伙 伴 关 系 ，开 创 共 同 发 展 的 光 明

未来。”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

学史明智。在古丝绸之路发展的历

史上，不论绿洲丝绸之路、海上丝绸

之 路 还 是 草 原 丝 绸 之 路 ，中 国 既 是

发 轫 的 起 点 ，也 是 回 归 的 终 点 。 同

时 ，古 丝 绸 之 路 上 的 国 家 和 地 区 都

是 丝 路 文 明 的 创 造 者 。 面 向 未 来 ，

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国在丝路文明互

动 交 流 、互 惠 互 利 进 程 中 的 历 史 地

位和作用，将相关

研究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中，为推动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提供史学智慧、

贡献学术力量。

（ 作 者 为 南

开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宏观微观兼顾 中外并重 古今贯通

探索和完善古丝绸之路研究路径
杨巨平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千 百 年 来 ，

古 丝 绸 之 路 见 证 了 沿 线 国 家 在 互 通

有无中实现发展繁荣，在取长补短中

绽 放 灿 烂 文 明 。”人 类 文 明 的 交 往 得

益 于 交 通 路 线 的 开 辟 与 交 通 网 络 的

形成。 2000 多年前，我们的先辈怀着

友 好 交 往 的 朴 素 愿 望 ，穿 越 草 原 沙

漠，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

路，开辟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

代 。 回 望 历 史 ，我 们 的 先 辈 扬 帆 远

航 ，穿 越 惊 涛 骇 浪 ，闯 荡 出 连 接 东 西

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人类文明

交融新时期。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

延 续 千 年 ，跨 越 尼 罗 河 流 域 、底 格 里

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

河 流 域 、黄 河 和 长 江 流 域 ，跨 越 古 埃

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不同国度和

肤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宗教、

种 族 求 同 存 异 、开 放 包 容 ，并 肩 书 写

相互尊重的壮丽诗篇，携手绘就共同

发展的美好画卷。可见，古丝绸之路

的 开 拓 与 发 展 也 是 一 部 中 外 文 明 互

鉴与融通的交流史。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世 界 文 明

的 魅 力 在 于 多 姿 多 彩 ，人 类 进 步 的

要 义 在 于 互 学 互 鉴 ”“ 古 丝 绸 之 路 为

亚 欧 大 陆 商 品 物

产 大 流 通 、科 学

技 术 大 传 播 、思

想 观 念 大 碰 撞 、

多 元 文 化 大 交 融

作 出 巨 大 贡

献 ”。 互 动 是 人

类 历 史 发 展 的 动

力 。 在 古 丝 绸 之

路 的 发 展 历 史

中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东 方 与 西 方 、中 国 与 外 国 、陆 地 与

海 洋 、农 耕 与 草 原 、人 类 与 自 然 等 领

域 的 互 动 几 乎 无 处 不 在 。 此 外 ，如

族 群 的 迁 徙 、民 族 的 融 合 、国 家 的 兴

衰 、宗 教 的 传 播 、艺 术 的 相 互 影 响 、

物 种 与 技 术 的 交 换 、风 俗 与 社 会 生

活 的 变 迁 等 ，有 许 多 都 是 古 丝 绸 之

路 上 多 元 文 明 互 动 带 来 的 结 果 。 在

诸 多 互 动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是 古 丝 绸

之 路 两 端 文 明 的 交 流 。 深 化 古 丝 绸

之 路 研 究 ，既 要 深 刻 认 识 世 界 其 他

文 明 通 过 古 丝 绸 之 路 对 于 中 华 文 明

发 展 的 意 义 ，也 要 深 刻 认 识 中 华 文

明 通 过 古 丝 绸 之 路 对 于 世 界 其 他 文

明 发 展 的 贡 献 。

深刻认识世界其他文明通过古丝

绸之路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意义。

中华文明是独立起源的，但从来不是

孤立发展的。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

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海

纳 百 川 的 优 秀 品 质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中 华 文 明 的 包 容 性 ，从 根 本

上 决 定 了 中 华 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的

历 史 取 向 ，决 定 了 中 国 各 宗 教 信 仰

多 元 并 存 的 和 谐 格 局 ，决 定 了 中 华

文 化 对 世 界 文 明 兼 收 并 蓄 的 开 放 胸

怀 。”古 丝 绸 之 路 开 辟 以 后 ，外 来 文

化 大 规 模 地 传 入 中 国 ，形 成 了 胡 汉

交 融 的 生 动 局 面 ，丰 富 了 中 华 文

化 。 各 种 珍 禽 异 兽 、奇 花 异 木 、珠 宝

香 料 和 精 美 工 艺 品 等 纷 纷 进 入 中

国 ，此 外 还 有 音 乐 舞 蹈 、绘 画 雕 塑 、

工 艺 制 造 、科 学 技 术 等 许 多 方 面 ，中

国 古 代 也 都 曾 受 益 于 外 来 文 化 的 影

响 。 外 来 文 化 对 中 华 文 化 产 生 影 响

最 大 的 是 宗 教 。 古 代 欧 亚 大 陆 上 流

行的大多数宗教都曾传入过中国，既

包 括 佛 教 、基 督 教 、伊 斯 兰 教 等 世 界

性 宗 教 ，也 包 括 景 教 、祆 教 、摩 尼 教

等。尤其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本

土化改造，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

组成部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华

文 明 虽 然 通 过 古 丝 绸 之 路 广 泛 吸 收

过 外 来 文 化 ，但 并 非 盲 目 地 全 盘 接

纳 ，而 是 采 撷 其 英 华 ，再 经 过 一 番 精

心改造与融合的过程，使之更好地适

应和融入中华文化。正因如此，中华

文 明 总 是 能 由 多 元 文 化 汇 聚 成 共 同

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

深刻认识中华文明通过古丝绸

之 路 对 于 世 界 其 他 文 明 发 展 的 贡

献。 古 丝 绸 之 路 开 辟 以 后 ，中 外 交

流 出 现 了 高 潮 。 以 丝 绸 、瓷 器 、茶 叶

为 代 表 的 中 国 物 品 纷 纷 西 传 ，受 到

世 界 各 国 的 欢 迎 。“ 无 数 铃 声 遥 过

碛 ，应 驮 白 练 到 安 西 。”在 中 国 销 往

域 外 的 众 多 物 品 中 ，最 受 欢 迎 的 是

丝 绸 。 瓷 器 主 要 通 过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远 销 海 外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也 被 称

为“ 陶 瓷 之 路 ”。《汉 书·地 理 志》记

载 的 海 上 交 通 线 ，就 是 早 期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 茶 叶 是 世 界 三 大 饮 料 之

一 ，唐 宋 时 期 的 中 原 王 朝 与 周 边 少

数 民 族 形 成 了 茶 马 互 市 ，茶 叶 既 通

过 草 原 丝 绸 之 路 传 播 到 亚 洲 腹 地 ，

又 在 西 南 地 区 形 成 了 以“ 茶 马 古 道 ”

为 主 的 庞 大 交 通 网 。 除 了 物 品 大 量

西 传 ，中 国 的 知 识 、思 想 、技 术 也 通

过 古 丝 绸 之 路 传 播 到 世 界 ，并 引 发

了 观 念 创 新 ，对 世 界 其 他 文 明 的 发

展 进 步 产 生 了 巨 大 影 响 。 比 如 ，中

国 的 儒 家 文 化 受 到 欧 洲 莱 布 尼 茨 、

伏 尔 泰 等 思 想 家 的 推 崇 ，彰 显 了 交

流 的 魅 力 、互 鉴 的 成 果 。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人类进步的要义在于互学互鉴

持续深化中外文明交流史研究
王永平

古丝绸之路是人类共有的历史

文化遗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

对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所承载的人文

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

“提出这一倡议的初心，是借鉴古丝

绸之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

加 强 政 策 沟 通 、设 施 联 通 、贸 易 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世界经

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

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

平台。”10 年来，“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从无到有、成果丰硕，与共建“一

带一路”相关的学术研究也深入展

开。面向未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新发展，需

要把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历史、文

化、社会等的研究推向深入，其中一

个重要方面是不断拓展古丝绸之路

考古研究深度和广度。

历史上，古丝绸之路促进了欧

亚大陆各国互联互通，推动了东西

方文明交流互鉴，创造了相关区域

的发展与繁荣。古丝绸之路研究是

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

丝绸之路的概念就是西方学者在 19
世纪提出来的。100 多年来，西方学

术界对古丝绸之路地理、历史和考

古的研究持续不断，积累了大量研

究资料和学术成果，在这一研究领

域具有一定的话语权。20 世纪上半

叶，以黄文弼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

者开始进行古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在甘肃、新疆等地区开展了持续多

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了

一批重要成果。但是，也要看到，中

国学者的古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主要

以国内为重点，其研究深度和广度

仍需进一步拓展。

文明交流是双向的，古丝绸之

路是欧亚大陆东方和西方文明交往

互动的大通道，因此，这一领域的研

究不能只有西方视角，还必须有东

方视角。只有这样，人们对古丝绸

之路的认识才是真实全面的。进入

新世纪后，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一些学术机构

和学者走出国门，在中亚、西亚、南

亚、北亚、非洲等地区开展了古丝绸

之路的沙漠绿洲之路、草原丝绸之

路、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

相关考古研究工作。10 年来，中国

在 17 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施

33 项联合考古工作，取得古丝绸之

路研究的重要进展和突破，发出了

古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中国声音。

面向未来，不断拓展古丝绸之

路考古研究深度和广度，要依托中

国古代文献 2000 多年来对古丝绸之

路历史连续不断的记载，认真做好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联合考古工

作，真正用中国话语阐释古丝绸之

路的历史。一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

题导向。我们的古丝绸之路研究要

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在全面了解已

有研究资料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

锚定古丝绸之路历史及其考古研究

中的重大学术课题，关注共建“一带

一路”中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通过

坚持不懈的考古工作获取第一手资

料，不断取得能够填补研究空白、纠

正偏见和谬误的重大研究成果，为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

供学术支撑。二要加强研究队伍建

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培

养壮大考古队伍，让更多年轻人热

爱、投身考古事业，让考古事业后继

有人、人才辈出。”开展古丝绸之路

考古研究，需要源源不断培养一大

批有国际视野和国际工作能力、能

够掌握多国语言、能够深入研究和

了解“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历史和现

状 的 专 家 学 者 。 这 支 队 伍 既 要 能

“读万卷书”，全面收集和了解古丝

绸之路研究的已有资料和成果；也

要能“行万里路”，走出国门，深入了

解共建国家的资源与环境、历史与

现状，向世界讲好共建“一带一路”

故事。三要加强交流合作。古丝绸

之路是人类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不 断 拓 展 丝 路 考 古 研 究 深 度 和 广

度 ，需 要 同 共 建 国 家 加 强 交 流 合

作。比如，在联合考古中坚持研究

资料和研究成果共享，形成共同发

展的多赢局面，夯实长远合作的基

础；对古丝绸之路各条路线的遗产

构成和分布开展全面系统的调查研

究，以负责任的态度做好遗产保护

工作，积极分享我国大遗址考古、大

遗址保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经验，

促进和协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做

好遗产保护工作。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

院教授）

掌握更多第一手资料

拓展丝路考古研究深度和广度
王建新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 年 。 共 建“一 带 一 路 ”取 得 的 丰 硕 成

果，让延续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在新时代

焕发出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们完全可以从古丝绸之路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本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进合作，共同

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古丝绸之路的开

辟、发展及其重要作用，古丝绸之路与经

济交流、文化交往等问题，一直是史学研

究高度关注的课题。当前，继续深化“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发展，要求我们

继续深化古丝绸之路研究，探究古代丝

路文明。

关于古丝绸之路的研究，在中西交

通 史 和 中 外 文 化 交 流 史 中 具 有 重 要 地

位 ，也 是 历 史 文 化 地 理 研 究 的 重 要 内

容。近年来，关于古丝绸之路文献材料

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拓展，

与古丝绸之路相关的历史、地理、语言、

宗教、文字、考古、艺术等研究不断向纵

深发展。通过推进古丝绸之路研究，我

们更加深入地探究东西方文明交流融汇

的历史，形成一些规律性认识，推动用中

国话语阐释古丝绸之路历史。

和平合作是基本前提。古丝绸之路

之所以绵亘万里、延续千年，古丝绸之路

上 各 国 和 平 合 作 的 政 治 环 境 是 基 本 前

提。历史上，古丝绸之路上各国和地区

广大人民彼此和平合作的愿望始终是主

流。我国汉、唐、元时期强大的实力及其

影响，为古丝绸之路东段和中段通行提

供了安全的环境，进而促进了古丝绸之

路 的 繁 荣 。 回 顾 千 年 古 丝 绸 之 路 发 展

史，中华文明始终以和为贵，秉持“亲仁

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与古丝绸

之路上的国家维系着和平、和睦、和谐的

外交关系，让古丝绸之路成为各国和平

发展、合作共济的文明之路。国之交在

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古丝

绸之路研究中总结好和平合作的经验，

促进今天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和平

合作的政治环境中夯实交流基础、筑牢

交往根基。

开放包容是重要支撑。古丝绸之路

上 的 各 国 之 所 以 能 够 共 同 创 造 辉 煌 历

史，开放包容理念提供了重要支撑。据

《后汉书》记载，张骞、班超出使西域之

后，东汉初年的古丝绸之路上出现了“驰

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

塞下”的繁华局面。此后，古丝绸之路咽

喉之地敦煌，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成为中

华 文 明 同 其 他 文 明 长 期 交 流 融 汇 的 瑰

宝。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展现出兼收并

蓄的博大气象，以开放的眼光、包容的胸

怀，广泛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往，与其他

文 明 对 话 交 流 ，进 而 和 睦 共 处 、和 谐 共

生。古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开

放性和包容性，为当代东西方不同文明

交流对话提供了深刻启示。

互学互鉴是活力源泉。古丝绸之路

交流史就是一部各国文明互学互鉴的历

史，这种互动过程为丝绸之路成为文化

交流、文明融汇的大通道注入了源源不

断的活力。甘肃省敦煌市的悬泉置遗址

是体现两汉时期古丝绸之路繁荣面貌的

重要标志，悬泉汉简中保留的古代文献

是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的典型例子。这

里出土的汉简《浮屠简》说明了佛教的东

传过程；而《论语》《孝经》等残片的发现，

则 为 汉 文 化 西 传 提 供 了 有 力 证 据 。 此

外，在两汉时期，先进的钢铁冶铸技术沿

古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和西方各国。在其

后的交往交流中，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

也沿着古丝绸之路相继西传，推动了人

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积力之所举，则无

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我们

要总结好古丝绸之路上各国在经济、政

治、文化等领域互学互鉴的历史经验，为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注

入新活力。

互利共赢是深层动因。古丝绸之路

汇聚了各国的资源与人员，成为商贸往

来、利益交汇的经济动脉，中华文明所秉

持的互利共赢理念成为古丝绸之路上各

国商贸繁荣的深层动因。历史上，古丝

绸之路呈现出“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

于途”的陆上盛况，也展示了“舶交海中，

不知其数”的海上繁华。南宋绍兴年间，

泉州市舶司的收入约占国家全部财政收

入的 5%。在这条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

要素自由流动的经济大动脉上，东西方

商品、资源等交流共享，使各国呈现出商

贸繁荣、经济进步的发展面貌。在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当下，我

们要深入研究古丝绸之路发展史中互利

共赢这个深层次动因，让今天的共建国

家更广泛地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建设一

个 开 放 包 容 、互 联 互 通 、共 同 发 展 的

世界。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

传承弘扬丝路精神

更 好 探 究 古 代 丝 路 文 明
傅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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