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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被誉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

界的中国人”，从他开始，中国人通过丝绸之路博望世界。千百年来，

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的国运，与这条沟通亚欧、连接中西的古老的道

路，紧密相连。丝绸之路从一诞生起，就是由说着不同语言、具有不同

文化传统的人们共同创造的，相互沟通交流，推动着历史前进。1877年，

德国学者李希霍芬首先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曾经在丝绸之路中

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中国，今天，正在重返世界舞台中央。

“ 一 带 一 路 ” 连 通 中 国 与 世 界

1. 丝路古今
—聚焦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启示

千年之约





3

1   丝路古今

丝绸之路与中华国运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热门话题，细细琢磨“一带一路”，能够感

悟到为了开拓生存空间、寻找广阔世界、追求文明和财富的交流而熊熊燃烧了

两千年的人类精神。

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千辛万苦归来，汉武帝封他为“博望

侯”。“博望”，取其“广博瞻望”之意。张骞被誉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

界的中国人”，从他开始，中国人通过丝绸之路博望世界。千百年来，中国人

的世界观、中国的国运，与这条沟通亚欧、连接中西的古老的道路，紧密相连。

“博望”二字，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琢磨：中国与“一带一路”、中国与

世界……

一

大街深阔，华灯初上，衣香鬓影，摩肩接踵。夜市中，各色皮肤的人们，

用不同的语言讨价还价。一个普通市民，也能在国际美食街上品尝国外食品。

摩登女郎的回头率很高，她们穿着最新发布的时装。演艺场所散布于繁华市区，

外国魔术师的表演，引发一阵阵尖叫。富人则在自己的深宅大院里，宴请宾客，

共享来自遥远国度的美食。这是一个酷爱歌舞和派对的大都市，还有浓得化不

开的文艺范，达官贵人与社交名媛们均热爱诗歌，因此跻身这样的聚会当众朗

诵自己的一首代表作，是不少诗人的梦想。这个城市同样有一群想象力异常丰

富的编剧人才，他们分散于官邸或民房，在没有月亮的夜晚，绘声绘色开讲各

种故事……

这个国际大都市，不是纽约，不是伦敦，不是东京，也不是香港，是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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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多年前大唐的首都。今天她的名字叫西安，还算不上一个国际大都市。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都市，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城”。

整个长安城，以朱雀大街为界分为两部分，街东为万年县，管辖着长安城东 50

多个坊；街西为长安县，管辖着长安西半部的 50 多个坊。街道宽直、宏伟，在

当时世界都城中，绝无仅有。诗人白居易写诗赞曰：“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

街如种菜畦。”

犹如当今全球电影界憧憬好莱坞、不拿奥斯卡不足以证明自我一般，当年，

艺术家们不远万里到大唐长安献演一次，怎么敢说自己牛？

史载，公元 802 年春天，骠国（今缅甸）国王雍羌派出一支由 35 名艺术家

组成的舞蹈团来长安演出，舞蹈团的团长是王子舒难陀，规格够高吧。

长安如此有名，各国高人、大师甚至骗子都跋山涉水跑来寻找机会，比如

有个号称自己活了 200 岁的印人，名叫那罗迩娑婆寐，吹牛不打草稿、满嘴跑

火车那种，吹嘘自己能配出长生不老药，成功忽悠了唐朝皇帝，混成了宫廷药师。

盛唐气象，令人景仰。当时不止一个长安城，人口 50 万以上的城市就有

25 座，而广州一地，居住的外国人就有 12 万。

研究历史，能够发现：自从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得以开辟以来，连接

中国的东段，时断时续、时衰时盛，取决于当时中国历朝历代综合国力，综合

国力强，则有能力保护、运营丝绸之路东段的畅通，“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若综合国力弱，西北部则被剽悍的游牧民族所割据，丝绸之路也因此被阻断。

盛唐的综合国力，可想而知：唐太宗击败了东突厥吐谷浑，臣服了漠南北。唐

高宗又灭西突厥，设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大唐帝国，是当时世界第一发达强

盛国家。丝绸之路，也迎来了这条路开通之后的鼎盛时期。

丝绸之路因盛唐而盛，而盛唐也因为丝绸之路更富庶，试想，当时世界奢

侈品生产的中心在中国，茶叶、瓷器、丝绸源源不断输出，带回真金白银，在

东罗马帝国，来自中国的一磅蚕丝，居然能够卖到 12 两黄金的天价。丝绸绝对

是当时西方的硬通货，一度被欧洲当成货币使用，紫色丝绸，甚至还被东罗马

帝国查士丁尼大帝谕令为国家独占的物资。

盛唐时代的唐朝人，绝对是文化自信，国外什么 LV、爱马仕之类，他们哪

瞧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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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丝路古今

二

在漫长而又曲折的丝绸之路上，有个佩剑少年翩翩走来。后人很难知道他

究竟走过多少路，遇到过什么人，看过何等风景。他写过这样一首诗：“明月

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他还写过《寄远》十一首，

怀念一个远方的女子：“流波向海去，欲见终无因。遥将一点泪，远寄如花人。”

是的，他就是李白。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一直争议不休，但是中国学者通过最接近李白出生时

代的史料，普遍认为李白出生于中亚的碎叶城，即今天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

附近的碎叶。当年，大唐为保护丝绸之路，保护这条横贯东西的重要贸易通道，

设立安西都护府，碎叶是安西都护府所辖四镇之一。

据学者研究，李白生有“异相”，古代文献显示：李白的体貌特征符合突

厥人的特点，眼珠不是黑的，所谓“色目人”是也。在今天，文学青年见到李白，

或许会惊叹一声：“哇，老外！”但在唐朝不会，不同种族、肤色、语言、习俗……

共处一城，习以为常。事实上，创立大唐的李氏家族，就有着胡人血统。若能

穿越过去，来到盛唐时期的长安，听各国人们操着娴熟或生硬的“唐朝普通话”，

那感觉也是相当奇妙的。

唐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国际化时代，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交融，

贸易高度发达，人才充分流动，外国人出任大唐朝廷要职的，不在少数……这

一切，都是因为丝绸之路。《走向陌生的远方—内陆欧亚移民史话》一书用

诗性语言写道：

楼兰、龟兹、姑墨、鄯善、且末、精绝、于阗、疏勒……一个个令人遐想

联翩的古城名字，串联起一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这条路上有烟波浩渺的罗

布泊、如梦似幻的白龙堆、漫天黄沙的广漠和宝石般闪耀的绿洲，更有驼铃叮

当的商人成群结队走过。这条穿过高山和低谷、黄沙与绿洲的丝路将欧亚内陆

几大帝国连接起来，从这条商路通行之日起，从这里走过的就不仅仅是商人，

在漫漫黄沙中辨别着那传说中神奇的道路，来自西域的人们纷纷奔向传说中那

块神奇的土地—中国。

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胡人”，不仅仅只是商人、使者，还有大量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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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著名的粟特人，他们的故乡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这是一个起初长久

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的弱小民族，但因为地处丝绸之路要津，粟特人捕捉到了商机，

积极从事贸易活动，东至中国，南至印度，西至波斯﹑拜占廷，东北至蒙古，“凡

利所在，无不至”。据考证，粟特人身高体壮，深目高鼻，髭须浓密，青眼绿瞳，

白面赤发，属白种人中的伊兰种。

公元 5—8 世纪为粟特商人的黄金时代。因为擅长经商，粟特人积累了丰厚

的财富，同时沿着丝绸之路，逐步移民进入中国，定居多地，在长安的粟特人

最多，他们在市场上与官场上均展现长袖善舞的能力。史载，唐代西州高昌县

曾出现了一起经济纠纷案，汉人李绍谨向粟特人曹禄山借绢帛未还，结果被告官。

借了多少？ 275 匹！可见曹禄山财力多么雄厚！

粟特人起名似乎喜欢用“禄山”二字，除了土豪曹禄山外，另外一个禄山

很快走进了历史。

他姓安，安禄山。

三

持续 8 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到衰的分水岭，标志着大唐盛

世的终结，也是陆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终结，自此，这条连接亚欧的商贸通道，

逐渐衰落，终于湮没。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是唐代诗人元稹《行宫》中让人无限伤

感的两句。就在大象流血而亡的洛阳行宫，大劫刚过，荒凉冷漠，头发已苍白

的宫女，幽幽说起了玄宗，那个空前盛大却不再复返的美好时代。

这些宫女们，再也得不到从丝绸之路西来的香料与珠宝了。因为“安史之

乱”，唐朝不得不将驻守西疆的四镇边兵东调长安，一时西北边防空虚，吐蕃

乘机北上占据河陇，回鹘亦南下控制了阿尔泰山一带，同时西边的大食亦加强

了中亚河中地区的攻势，这三股力量又彼此争夺与混战，从此，唐朝政府失去

了对西域的控制，丝绸之路，“道路梗绝，往来不通”，杜甫写诗哀叹：“乘

槎消息断，何处觅张骞。”

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著有一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

这是一本关于唐代文化交流史的名著，他写道：“在玄宗时代，人们可以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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