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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丝绸之路的开拓，曾经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和世界文明交

融发展作出过伟大的奉献，它承载着凝重的人文科学、自然科

学广博的思想内涵和人类多元文化融汇的精华，是一条历史悠

久、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连接东西方世界经贸文化、科学技

术交流的国际大通道，是人类共有的宝贵遗产，具有广泛的世

界意义。它深沉睿智的文化底蕴，璀璨优雅的文化内涵，古老

悠久，源远流长，风格特异，无与伦比，绵延继世，从未断

裂，以其昔日的荣光，耀眼的辉煌，映照世界，嘉惠人类，激

励今人。柔和、优美、飘逸、绚丽的丝绸，开创了创新发明、

蚕丝生产的历史先河; 张骞 “凿空”，丝绸之路的贯通，绵延

万里的“骆驼商队”，把文明和友谊播撒亚、欧、非沿途各

国。同时也把丝绸飘逸的柔和，绚丽的优雅呈送给世界，让丝

绸之美靓丽寰宇，让丝绸之美布撒人间，美化了人类生活，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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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了人类心灵。丝绸之路所承载的人类文明思想内涵和凝重文

化底蕴，所呈现出的深邃思维，独特理念，文化科技的创新和

实践，融汇和升华，曾经为华夏民族的文明昌盛和世界文明交

融发展，作出过伟大奉献。特别是其影响并非已成为历史的追

忆，恰仍然光耀在当今世界人类生产和生活之中。

星移斗转，时光流逝，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罕见的生机

与活力，可谓气象万千，情景无限。随着 2007 年的历史大盘

点，激荡人心的 2008 年的到来，在这个激荡的年代，我们自

身也经历着这个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神七问天”、

“和而不同”、“多元境界”和“国际金融海啸”的洗礼。新的

科学技术的强势出场催生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新洗牌，传统的

科学技术手段必须在未来大整合中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型，传统

的科学技术在巨变的年代必须作出新的抉择，必须是以科学发

展观为统领，继承弘扬，改革创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顺

应历史潮流规律趋势而嬗变，迎来涅槃又一春。

当我们以辉煌的历史成就迎来新世纪的时刻，总揽上下五

千年，审视万里丝路情，及时地对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灿烂辉

煌的科学技术文化演变历程、历史导向、兴衰起伏、发展规

律，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战略思维，总结

历史经验，展现审视未来，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科技发展战略，跨入更加灿烂的新世

纪，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大有裨益。2006 年 1 月 9 日，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首都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本世纪全面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部署实施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 ( 2006—2020 ) 》，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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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员大会，它必将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又一个里程

碑，启动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次科学技术伟大勃兴的高潮，

拉开了中华民族开创科技大国、科技强国、民族复兴的大幕。

为了响应和贯彻科学大会的战略部署，丝绸之路论坛丛书编委

会创意策划编撰 《丝路之光———创新思维与科技创新实践》

卷，遵循丛书编撰的基本要求和宗旨，以世界范围为统一整

体，以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为载体，以丝绸之路科技创新

思维和科技创新实践为两翼，翕翼双飞。并对中华民族科学技

术的继承与弘扬，开拓与创新，机遇与挑战，理论创新与制度

创新，引进吸收与重点跨越，科技革命与自主创新这一与时俱

进的时代命题，深入冷静地沉思，科学理性地审视，有一个比

较准确、科学的把握和诠释。

“丝绸之路论坛”丛书编委会继 《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国家

文化经贸概览》卷之后，又陆续编著出版了 《丝路商魂———

新亚欧大陆桥再创丝路辉煌》卷、 《丝路华夏医学辨析》卷、

《新世纪丝绸之路旅游》卷，2006 年又酝酿创意策划了 《丝路

之光———创新思维与科技创新实践》卷，几经周折，几易其

人，最终在西安交通大学郑南宁、丘进、蒋庄德等校领导同志

的热情支持下，由该校张蓉教授精心组织，经过无数个日日夜

夜的辛勤工作，终于在 2009 年 10 月脱稿付梓，经编委会终审

定稿，交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掩卷沉思，心潮起伏，

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久久难以平静。《丝路之光———创新思

维与科技创新实践》卷是一门包含了丰富科学技术思想内涵，

有着鲜明浓重人文科学的学术科研课题。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

史使命紧紧迫近在我们的面前，它需要一种为了致力于坚持科

学发展观，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现科学发展战略、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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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华民族科学技术伟大复兴，科学务实，与时俱进的艰辛拼

搏，科学求索的献身精神。本书参与者大都是从事自然科学和

人文科学多年的专家、学者，坚信为了落实和实践科学发展

观，实现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2006—

2020) 》，承前启后，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启动

中华民族历史上科学技术伟大勃兴的高潮，实现自己崇高人生

目的，奉献于国家和人民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业，而无私地付出

了心血和汗水。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大潮下，这种献身学术科

研的精神，很难有人如此热衷，实乃难能可贵。

本书的策划和写作是在西安中亚文化经贸友好协会和丝绸

之路论坛丛书编委会指导下进行的。编撰创意策划大纲拟定由

孟昭勋、丁彬完成。撰写大纲由张蓉组织具体实施。本书具体分

工是:前言、总论:孟昭勋;第一章:张蓉、张悠南;第二章:张蓉、李

覃;第三章:祝菊贤、初阔林;第四章:张晶、张勇、冯弢;第五章:宋

希斌;第六章:翟扬莉;第七章:张蓉、贾辰飞;第八章、张蓉;第九

章:张蓉、朱延梅;附录:张莹。全书由张蓉、翟扬莉统稿初审;孟

昭勋、丁彬、郭卫二稿统稿复审;孟昭勋、丁彬、郭卫三稿终审后向

编委会呈报终审意见，经编委会终审定稿。

在全书编著的过程中，编撰者参阅了许多文献资料著作，

在书末编列了主要参考文献书目，限于篇幅，所有引文数据、

论点均未能一一注明出处，敬请广大读者鉴谅。

限于编著者水平，舛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希望专家、学

者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孟昭勋

2009 年 10 月 28 日于绢田云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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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之光通汇寰宇
透视科学感悟万象 (总论)

一、千古求索 浩瀚无垠

星移斗转，时光流逝，昨天过去变为历史，今天来临成为

现实，人类又面临着另一个新世纪的到来。在未来的 100 年

里，世界存在着许多未知的变数，人类如何进步，历史如何演

变，社会如何发展，国家如何奋进，在众议纷争当中，人们思

索的焦点，揣测的重心，逐步移向文化思维、文明理念这一命

题。曾有智者预言，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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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东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不同文化间的碰

撞将势所难免，成为现代世界冲突进程中的最高阶段。未来世

界的文明冲突，文化碰撞的发展态势和演变过程牵动着每一个

人。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今日的文化发展趋势、文明

演进历程，呈现出各国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文明相

互影响、共同繁荣的局面。随着人类生活的不断充实升华，科

学技术的高度发达，数字信息的扩大应用，民族文化中人类共

同生存理想和远景憧憬希望; 真理的追求探索和科学的超越创

新，将会日益成为人类各民族文化所寓有的普遍价值和共同利

益，并逐渐汇集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种各民族文化的普

遍性、同一性和差异性、特殊性的结合，就是各民族文化进行

相互交流的基因，也为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文明相互借鉴提

供了内在的依据和科学的内涵，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繁荣的内

在规律。

总结历史弘扬传统，以史为鉴; 研究现在预测未来，与时

俱进，既不可脱离现实，也不可割断历史。文化是人类认识自

然、改造自然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创造物质财富与精

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长期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历史积累，同时

也是绵延不断的历史创新，是在一个积累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创

新中不断积累的人类文明成长过程。在人类晨曦时期，文明首

先在华夏民族黄河流域以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

和尼罗河几条大河流域从蒙昧中萌芽诞生。“丝绸之路”就是

人类从蒙昧进入文明的“文化之源”，在它的东西两端，产生

了中国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亚

文明、希腊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它们相互交流、借鉴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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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创新，成为世界文明的摇篮。

文化相互交流，文明相互借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步的

动力。人类在漫长的世界文明历史发展历程中，各个国家或民

族的物质生产或精神文明，总是通过相互不同形式的交流，彼

此影响相互促进而发展的。这种交流愈是广泛，人们就愈能利

用自己已有的成果，从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开始新的探索研究，

从而更快地踏上新的境界，取得更大的成果。中华文化不仅本

身是中原汉文化与众多民族文化的聚集与融合，而且也是吸收

外来优秀文化的结果，如东汉以后印度文化的传入，汉唐时期

西域文化的引进，宋元以后蒙古文化、满族文化、阿拉伯文化

以及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等，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畅通，是历

史上实现成功的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文明发展最为典型的历

史范例。

丝路通寰宇，天涯若比邻。丝绸之路是横贯东西方国际大

通道，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交汇的国际大动脉。“古代丝

绸之路为中西古典文明关系的物质象征，它曲折萦回于一大片

东西十分辽阔而南北又异常复杂的欧、亚、非相关的大陆上，

横亘其间的是连绵起伏的高山峻岭，由濒临大西洋的比利牛斯

山脉，经阿尔卑斯、喀尔巴阡山脉，越黑海而为高加索，经伊

朗高原，到阿富汗，由都库什而进入中国境界，在这里，由南

而北，有喜马拉雅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天山、阿尔泰山，

而以祁连山作结束，接以人工建造的万里长城，直抵山海关、

秦皇岛。这样，由大西洋到太平洋，天然的山岭，人工的长

城，连成一条地带，中西古典文明彼此交往，所谓的丝绸之

路，东西南北，穿插其间，由新石器时代而来，多少千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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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文明孕育滋长，继往开来，绵绵不绝”①。

丝绸之路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友谊之路，像一条连接友谊的

金丝带，把东方和西方连接起来，从地中海岸到中国海岸这一

古典地带，有许多古代民族，无数古代邦国，集结为几个古代

大帝国。经过丝绸之路各民族之间从物质的生产、生活，到精

神的礼俗习尚，不断相互交流、相互补充，共同进步发展，历

千百年盛衰兴替，蔚成古典世界文化历史之灿烂辉煌。在这漫

漫长路上，民间商旅、官方使臣、虔诚的僧侣、勇敢的探险家

和旅行家，以及征战的军队和迁徙的移民，不绝于途。丝绸、

瓷器等中华物产，经由这条国际贸易大通道输往沿途各国，中

国的生产技术、科学知识也陆续传到西方。“丝绸之路作为贯

通欧亚大陆的动脉，是世界发展的中心。欧亚大陆由蒙古、塔

里木盆地、准噶尔、西藏、帕米尔、河中、阿富汗、伊朗、伊

拉克、土耳其等地区构成。把这些地区连接起来，并使之相互

依存地发展起来，丝绸之路起到了犹如人体动脉那样的作

用。……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尤其是这条路的末

端部分曾经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花刺子模文

明、印度河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自古以来还出现了?教、基

督教、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这些宗教向东西传播

并给予各地的人类文化以极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来讲，丝绸

之路也可以说是‘求道之路’……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的桥

梁。出现在丝绸之路各地的文化，依靠商队传播至东西各地，

同时又接受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促进了各地的文明。丝绸之路

① 日知: 《张骞凿空前的丝绸之路———论中西古典文明的早期关
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1994 年第 6 期，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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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受到众多人的注意，主要是因为它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动

脉”①。中国历史学家方豪指出: “丝绸之路可谓当前世界最长

的交通大动脉，为大陆国家文化交流之空前最大联络路线。”②

张骞“凿空”，丝路贯通，开辟于西汉，昌盛于隋唐的丝

绸之路，已有 2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一条从古长安出发，

横贯亚、欧、非的陆路交通干线，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商贸大通

道，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门户。它东起中国古长安，西到印

度、伊朗等国及地中海东岸，并可远达古代罗马，总长达
7000 多公里。它是沟通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

桥梁，把古代的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

和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联结了起来，对促进东西方文明之

间的交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经历了 2000 多年历史沧桑

的丝绸之路，给我们留下了凝重的文化积淀和丰硕的历史遗

产。当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成就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相互融

会，使现代丝绸之路呈现出无限勃勃生机，催生出拓展陆桥经

济，建设开发新世纪国际经贸、科技文化大通道的灿烂前景。

东西方文化摇篮的丝绸之路，作为一种浩瀚博大的历史现

象和文化现象，它包含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

因素。如果从某一单纯学科角度去研究，必然会作出片面的论

断，只有进行全方位研究，以多维视角去审视，诸如从哲学、

历史、政治、经济、科技、民族、考古、文学、艺术以及人类

学、社会学、生态学、医药学、自然地理学等方面去研究，才

①

②

长泽和俊: 《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 页。

方豪: 《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 1987 年版，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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