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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洛阳市的学术界朋友最近编成《洛阳一一丝绸之路的起

点》一书，涵意新颖，规模宏远，蒙来征序，使我深感欣奋

和荣幸。

丝绸之路在海内外都是脸炙人口的研究课题，近年国内

的有关论著也越来越多，但仍存在不少疑难，需要探讨。丝

绸之路一坷，本来是 1877 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的，迄今

已使用一百多年，然而学术界对这个坷的解释理解颇有不

同。大体说来，当前大家艳称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有狭、广

两义。狭义的丝绸之路，专指汉唐时期丝绸西远的途径，如

一些著作所讲，是自长安经过中亚、西亚，以至地，中海西

岸，路程约七千公里。广义的丝绸之路，则泛指亚欧大陆古

代的东西交通，年代可上湖先秦，路线也兼包海陆。观察学

术界近年研究的趋势，多数似己倾向广义。例击口在国内，

1985 年出版的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以有专门章节探讨秦

以前的丝绸之路;在国外， 1988 年日本奈良举办的"丝绸之

路大文明展"设立"绿洲与草原之路"、"海之路"、"佛教美术

东传之路"等专题，范围尤为广泛。丝绸之路的研究，显然正

在日趋深入和扩大。

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是一个新颖而重要的研究题

目。以前一提到丝绸之路，使联想到长安，这无疑是必要

的，因为从狭义的丝绸之路观念去看， 自然应强调长安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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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一丝绸之路的起点

史作用。特别是汉式帝派遣张蓦开通西域，狭义的丝绸之路

的起点正是长安。西汉及后来唐朝的繁荣兴盛，是有世界史

意义的大事，长安作为当时中国的首都，金城千里，在东西

交通上自然是一大中心 。 不过如果从广义的丝绸之路观念加

以思考，就可以看到洛阳也具有很高的重妥性，我们研究丝

绸之路，必须还洛阳以其应有的地位。

中国的古都，包括长安、洛阳在内，都不仅是国家政治

的核心，同时还是交通和商业的枢纽。 这种形势的出现，时

代很平，考古学的工作证明，至少商代晚期的殷都已经是这

样了。大家知道，殷墟的发掘时间是最长的，遗址中曾发现

许多远方传来的物品，比如南方的象，海上的鲸，好些玉器

是用新疆的和田玉制造的，有的龟甲经鉴定来自东南亚，有

的甲骨上粘有棉布(土卢布)，也可能源于外国。这说明那时

的中国首都已经和我国边远地区以及域外存在相当规模的交

往关系。把当时的王朝想像为狭隘闭塞的看法，恐怕是早已

过时了。在商朝覆灭以后兴起的在今洛阳的周都成周，应当

比殷都有史重要的作用。

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洛阳一带地区乃是天下之

中。《史记·贷殖JIJ 传》说 u昔唐人(尧)都河东，殷人都河

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史居

也，建国各数百千岁，……都国诸侯所聚会"。严格地说，三

河中的河南，即今洛阳，是天下之中，也叫做土中或地中。

如《逸周书·作雄》缸述周成王时周公兴建成周的事迹，便

提到"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豆豆， f年中天下。'及将放

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土中意即

大地之中，天下之凑是说这里是八方辐揍之地，是朝会、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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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赋、交通和商业的中心。

周人甚至把成周为天下大地之中的观念，融汇到他们的

宇宙现中去。《周礼·大司徒》记载有用仪器土圭测量日影以

确定天下之中的方法"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

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

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这是说，在夏至那天

建立八尺高的垂直标竿"哀至'J J五午时分，竿影落在"哀"下

向正北伸出的度尺"圭"上，长一尺五寸，符合这个条件的地

点就是天下之中。这样的地点在古代的阳域，今登封告成

镇，现存的观星台传即周公测景(影)台故址。清代学者江

永已经指出，这是由于古人长时期在洛阳一带建都，于是选

定当地日影的特点作为天下之中的标准。

由此可扣，洛阳附近一带为天下之中的观念起源、很古。

阳城据文献本是夏禹的都邑，而周式王设计后来成周的位

直，恰恰由于那里是夏人的居地。《逸周书·度邑》和《史

记·周本纪》都讲到式王怎样考虑修造新都，怎样把计划告

诉周公。近年出土的成王时青铜器何芋，铭丈里还记有式王

当时设祭告天，说妥在天下之中建造新邑，由那里治理众

氏。这进一步说明了成周的重要性，也告诉我们洛阳一带自

古是远近人民往来聚会的所在。

周朝与西土的关系不容忽视。从本源上看，周人原兴起

于我国西北，和其北、西、南三方各种民族都有颇密切的关

系。众所周扣，周式王伐纣的战役，便有若干西北、西南的

少数民族参加。可以说，周人是背靠大西北的，而西北的民

族又与域外诸方国部族有所交通。当时亚欧大陆如何构成联

系的链坏，中外学者曾做过不少探索，还有待今后更多的考

-3 



洛阳一一一丝绸之路的起点

古研究来证明 。

西晋初年在战国墓中发现的竹简书籍 《纪年》 和 《穆天

子传》 都载有周穆王西行的故事。这些故事带有一定的神话

色彩，但近年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已证明其间的若干人

物实有其人，并非虚构，所以还是反映了周人与西域交通的

真实。值得注意的是， 周穆王西行的起点、终点都是成周

( <<穆天子传》 作 " 宗周 " ) ，以由成周到所谓西北大旷原的路

线道里计算，远远超过我国的疆界之外。这最低限度是在明

了先秦人们对东西交通的认识 。

根据上面所说， 我深深觉得，要探讨先秦丝绸之路的滥

筋，不能不重视洛阳的地位和意义。 至于西汉以后，洛阳的

经济史形殷盛，到北跑时的洛阳 " 自葱岭己西，至于大秦，

百国千域，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其繁华不难想

见 。 这些问题， <<洛阳一一一丝绸之路的起点》 书中都有详论，

颇富新义，补充了过去学术界研究的不足，对洛阳历史文化

以及丝绸之路的探索两有梓益。 这已经无需我在此饶舌了 。

《洛阳-一-丝绸之路的起点》 一书问世之际， 适值洛阳市

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进一步兴盛发展。听说洛阳学

者们还将对这一历史名域的历史 、 考古、地理、科技、经

济、文化等等方面撰作一系列专著，殊觉兴奋，在此谨祝洛

阳的学术事业取得史大的成坑。

李学勤

一九九二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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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洛阳与丝绸之路

韩国磐

洛阳为历史悠久的中国古都，曾为陆上丝路的起点。

一、周初营建洛邑，成王一度迁都于 i各， << 尚书》 有关诸

;fl皆载此事;特别是 《何尊 ))， 载成玉 "迁宅于成周可

与 《逸周书》、《尚书大传》 等有关记载相印证。 二、以东

汉、北魏、隋、唐为例，从洛阳居夭下之中，为交通、文

化中心，足以控驭四方，来分析各代都j各之囚 。 三、再以

上举各代为例，咯述洛阳为陆上丝路的起点，曾盛极于当

时。 研究洛阳的兴衰，可为历史借鉴。

洛阳为九朝古都。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往往就是经济、交

通、文化的中心。因此，作为政治中心时的洛阳，也就成为当时

商业交通的中心，成为当时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

一、周初营建洛邑与成王都洛

洛阳为历史悠久的中国古都，曾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本段从

周初营建洛邑，以诸文献资料相印证，说明成王曾迁都于洛邑。

据文献记载，夏朝就建都于洛阳附近， <<逸周书·度邑第四

、 十四》 说自锥(洛)油延于伊淌，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 "商

朝第一个帝王成汤和以后的盘庚，均曾都于西毫， <<史记》卷三

一- 1-



古都洛阳与丝绸之路

韩国磐

洛阳为历史悠久的中国古都，曾为陆上丝路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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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皆载此事;特别是 《何尊 ))， 载成玉 "迁宅于成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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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举各代为例，咯述洛阳为陆上丝路的起点，曾盛极于当

时。 研究洛阳的兴衰，可为历史借鉴。

洛阳为九朝古都。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往往就是经济、交

通、文化的中心。因此，作为政治中心时的洛阳，也就成为当时

商业交通的中心，成为当时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

一、周初营建洛邑与成王都洛

洛阳为历史悠久的中国古都，曾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本段从

周初营建洛邑，以诸文献资料相印证，说明成王曾迁都于洛邑。

据文献记载，夏朝就建都于洛阳附近， <<逸周书·度邑第四

、 十四》 说自锥(洛)油延于伊淌，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 "商

朝第一个帝王成汤和以后的盘庚，均曾都于西毫， <<史记》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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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一一一丝绸之路的起点

〈领本纪)) <<正义》注文号 I <<括地志》说:啊南{医师为西毫，帝普

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是夏殷两朝均曾建都于洛阳附近。但

正式建成洛阳城并以此为都，则始于周朝。

据《逸周书·度邑》及《史记》卷四《周本纪》所载，武王

既克殷，就曾想建洛邑，如《度邑》说宛瞻延于伊洛，无远天

室。"但武王灭殷后不久就去世，来不及为此。成王继位，至周公

东征平叛以后，才奉命建成洛邑。

《尚书·康诺》开头说"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

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这段文字与下文不相衔接，显然是

错简，误列于此，前人己疑为《尚书·洛诺》之文。不过，这些

话说明确是周公始建洛邑。《尚书·召i告》序文说成王在丰，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话))0 "同书《洛诺》序文说: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卡，作《洛诺))0 "按此两语

的序文及《尚书》编次，似乎是召公先来相宅，而后周公来营洛

邑。《史记·周本纪》即采用此说，认定"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

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卡，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但

《召浩》这样说:

"惟太保(即召公)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

础。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 卡宅。厥既得卡，则经营。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泊，越五日甲寅，位戚。

若翼日乙卵，周公朝至于洛，则达1且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己，

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家

如这段文字所记，召公只用五天时间，就完成洛邑的"攻位"工

作，这未免太快了。抑且，这里没有周公经营洛邑的内容和时

间，周公只是来巡视一下，就在新邑举行郊、社之祭，这与《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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