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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文明与西欧亚及地中海
世界连接起来的通道，就是陆上和
海上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对于中
国方面来说，主要是边境贸易，中
国人主动出境贸易，不占主流。

历史上中国的陆上或者海上的
丝路贸易，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
治关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与
经济上的往来密不可分

十六世纪开始的大航海事业，
是近五百年来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欧洲人的东来形塑了今日的世界格
局。这一伟大事变背后，就与“丝
绸之路”直接相关。

元朝以后，西域地区出现了哈
密、别失八里、柳城、于阗、火州
以及吐鲁番等割据政权。帖木儿汗
国（1370-1507）控制了中亚，奥斯
曼帝国（1299-1922）统治了西亚，
特别是1453年拜占庭灭亡之后，丝
绸之路的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都
不同程度地受到阻碍。因此，十五
世纪欧洲人的大航海事业，其重要
动力之一，就源自破除丝绸之路的
阻塞，适应东西方贸易增长的需
求。欧洲人不满意丝绸之路被西亚
和北非的阿拉伯中间商人所垄断，
他们这回携航海技术进步的优势，
要直接走到东西方贸易的前台，航
船所向，就是遥远的中国和印度。

在葡萄牙人1498年进入印度洋
以前，东方商品运往欧洲和非洲北
部的通道有波斯湾和红海两条。波
斯湾一线是自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
木兹上行至巴士拉，叙利亚和土耳
其商人在此提取赢利丰厚的商品，
经西亚陆路运往叙利亚或黑海的大
港口，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加泰
罗尼亚（今属西班牙）人前来这些
港口购买提货。

取道红海的货物则多来自马六
甲，经印度西南的卡利卡特（即中
国古书上的古里），或阿拉伯半岛
南端的亚丁，进入红海，在图尔或
苏伊士卸货，并由陆路运往开罗。

到达开罗的货品一部分前行至亚历
山大，直接由威尼斯、热那亚和加
泰罗尼亚商人趸去；另一部分则由
北非的撒拉逊商人，从亚历山大运
往北非的各地中海港口和一些内地
城市。

从中可见，传统丝绸之路的中
端控制在伊斯兰教徒手里，在西
端，整个欧洲的地中海贸易则主要
被意大利人垄断。面对丰厚的东方
贸易利润与东方消费品诱惑，欧洲
各国充满了羡慕和嫉妒！于是西班
牙和葡萄牙率先扬帆，目的就是寻
求一条不受意大利人控制，也避开
阿拉伯人要挟的通往东方的道路，
清除远东与西欧之间丝绸之路上的
所有中介掮客。

可是，西人东来，不仅冲破了
中间商的盘剥与垄断，也冲击着中
国政府特别是明朝政府在丝路所经
南海地区的朝贡体系。明朝开始直
接面对西方，中国内地商品通过澳
门大量进入西方市场。有数据表
明，万历八年至十八年（ 1 5 8 0 -
1590），自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每
年三千多担，值银二十四万两，崇
祯八年（1635）达到六千担，值银
四十八万两。经由马尼拉运至美洲
的中国商品则成为太平洋大帆船贸
易中的主要货物来源。世界市场对
中国商品的大量需求无疑为中国沿
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
景。清朝在康熙朝巩固了对于沿海
和台湾地区的统治后，基本上把海
上贸易集中在广州一地的十三行。
中国主要外销商品，有瓷器、茶
叶、布匹等。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处于出
超地位，积累了大量白银。明清时
代，中国的货币改由白银计量，这
是重大原因。这就存在一个巨大风
险，明清时期国内金融政策是取决
于国际贸易中白银的进口盈缩。东
南地区甚至因为生产能够赚取“外
汇”（白银）的经济作物，而出现

了粮食短缺，需要从北方或者外国
进口的情况。

可是，随着墨西哥地区白银开
采量的减少，为了平衡中外贸易，
欧洲——— 主要是英国人——— 开始向
中国销售毒品鸦片，这些鸦片多数
是英国在南亚或者东南亚殖民地生
产的，运销中国十分方便，从而使
中西贸易变成了毒品换取商品的畸
形结构，乃至导致激烈的政治和军
事冲突。历史于是来到了另外一个
十字路口。

历史上中国政府之所以一次次
拒绝欧洲国家的主动贸易行为，诸
如订条约、设使馆、开商埠，就是
因为历史上中国的陆上或者海上的
丝路贸易，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
治关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与
经济上的往来密不可分。

可是，这一次，十八、十九世纪
的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
的朝贡体系，欧洲人也没有任何奇
珍异宝，可以平衡中国在丝绸、瓷
器、茶叶等对外贸易的巨额出超。
于是，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冲击着
中国的金融秩序，朝廷财政严重依
赖白银进口，中国东南地区的产业
分工甚至也依赖上了对外贸易。这
是汉唐时期所不曾有过的。于是，
当欧洲人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向中
国销售毒品鸦片时，经济贸易演变
成政治和军事冲突，已经势不可
免。汉唐以来丝绸之路上中国与西
方的经济与贸易关系的起伏变化，
也是我们观察“一带一路”沿途国家
和地区政治实力兴衰消长的晴雨
表。

历史上“一带一路”上的中西
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
时期

截至十九世纪中叶，“一带一
路”上的中西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
不同的发展时期。前一个时期，从远
古时代到郑和下西洋结束的十五世
纪前期，可以称为古典时期。又可以

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汉唐盛世，陆
上丝绸之路为主体；宋元时代海上
香瓷之路则有了更重要的地位。汉
唐时期，西域的交流最活跃；宋元
时代，南海的贸易最繁盛。

从直接交往的地区而言，十二
世纪以前的中西交往主要是中国与
西亚、中亚及南亚的交往，与欧洲人
的直接往来极其罕见。十三、十四世
纪，由于蒙古人的帝国造就了欧亚
大陆直接交通的便利条件，使欧洲
的旅行家、使节、传教士开始设法进
入中国。他们都是通过西亚的陆路
前来，进入西亚之后，或者北上俄罗
斯大草原抵达中国边境，或者南下
波斯湾经过一段海路在中国东南沿
海登陆。而且这些零星来访者在中
国多数行色匆匆，元代在北京和泉
州曾建立天主教教区，无奈时间不
长且在此工作的欧洲人也很少。

后一个时期，主要是明清时
期，从十五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
叶，相当于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三个
世纪，我们可以称之为近代早期。
就地区而言，这个时期中国与亚洲
国家的交通往来依然频繁，但是最
具影响力的是中国与欧洲的交往。
此时期，中国在政治关系上是主权
独立的（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逐渐
陷入半殖民地不同）；在经济上，
中西仍然进行大体自愿的贸易往
来。虽然中国在经济和科学领域已
经逐渐落伍，但西方文明的东渐和
中国文化的西传却保持一个互惠和
平等的格局。

十五世纪末期以来，以哥伦布
发现美洲、达伽马开通欧洲——— 印
度洋航路和麦哲伦环球航行为代表
的许多航海活动，促进了欧洲各国
航海事业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海
外殖民势力扩张活动的加速发展。
此时，欧洲人频频由海路造访中
国，大多数绕过好望角斜插印度
洋，也有人经由美洲贯穿太平洋。
取道西北陆路来华几乎只是俄国人

的专利，西欧各国虽多次努力想从
俄国借道，但成果甚微。十六至十
八世纪承担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主
要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既深刻影
响了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观念，也
深刻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
法。作为一个整体的耶稣会士所塑
造的中国形象成为这时期欧洲人认
识中国的起点，成为欧洲人勾画自
己心目中“中国”的基础。

从思想文化交流的层面而言，
汉唐时代，影响中国的主要是西域
的佛教；宋元时代至明初，传入中
国的主要是伊斯兰文化。至于近代
早期（1500-1800），则是欧洲的基
督教文化通过传教士入华。明清时
期中西文化关系，基本上是一个中
学西传的单向流动过程，虽然经耶
稣会士之手，有部分西方科技与基
督教思想传入中国，但与中学西传
的规模和影响相比，可以说很不起
眼。相反，汉唐时期佛教入华，无
论是东来传法，还是西行取经，也
几乎是单向的自西徂东。中国以
“四大发明”为主体的工艺性文明
则在唐宋时代传到西方世界。

十九世纪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
球扩张的帝国主义阶段，像中国这
样不曾如印度那样沦为殖民地的主
权国家，也因为鸦片战争被迫打开
了国门，脚步沉重地迈出了中世纪；
西学东渐日益强盛，以致出现西潮
汹涌的另外一种单向流动的局面。

总之，远东地区与欧亚非大陆
的丝绸贸易，从上古的走私活动，
到汉唐时代的边境贸易，乃至大航
海时代以来的中欧直接通商，“一
带一路”，源远流长。金戈铁马，
血雨腥风；胡天汉月，羌笛驼铃；
天方海舶，贾客乡情；丝路花雨，
木铎声声。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流淌
的背后，人类共同的命运，也由此
而编织在一起。

（文/张国刚 来源：《北京
日报》）

丝绸之路背后的动能

丝绸之路是古代从中国通往欧
洲的重要商道。学术界传统的看法
是，丝绸之路主要有三条：一是陆
上丝绸之路，二是草原丝绸之路，
三是海上丝绸之路。然而，除了这
三条丝绸之路外，在中国古代历史
上，还有另外一条丝绸之路———
“青藏高原丝绸之路”。

这条丝绸之路自长安经吐谷浑
到吐蕃，然后经尼泊尔到达印度，由
此通往欧洲。这条丝绸之路的全线

贯通与中国历史上的和亲密切相
关。

隋朝国都大兴（今陕西西安）是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
也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古丝绸
之路鼎盛时期，国内的丝绸、瓷器和
茶叶等，通过西安经丝绸之路源源
不断地转运到沿线各国，沿线各国
的农产品、工艺品等也经丝绸之路
汇集长安后，扩散至国内其他城市。

吐谷浑亦作吐浑，是鲜卑慕容

部的一支，其先祖居于徒河之青山
(今辽宁义县境内)，西晋末年其首
领吐谷浑率领所部迁徙到今青海地
带，再传至孙叶延，始以吐谷浑为
姓氏，到五世纪中叶已成为西陲的
一个势力较强的古国。

隋朝刚建立时，吐谷浑曾出兵
袭击隋的西部边境，但到开皇九年

（589年）隋军攻下南朝陈都建康，吐
谷浑王夸吕不敢再向隋挑衅。

开皇十一年(591年)，夸吕死，

其子世伏继任吐谷浑首领(591—597

年)后，主动派其侄子无素与隋朝
沟通，希望将女儿嫁给隋文帝杨坚。
隋文帝因看出世伏“此非至诚，但急
计耳”，便找借口予以回绝。他对无
素说：“朕知浑主欲令女事朕，若依
来请，他国闻之，便当相学。一许一
塞，是谓不平。若并许之，又非好法。
朕情存安养，欲令遂性，岂可聚敛子
女以实后宫乎？”尽管隋文帝并不
同意娶世伏的女儿，但希望与吐谷
浑建立友好关系。不久，隋文帝就
与吐谷浑和亲。

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

帝将光化公主嫁给世伏。世伏在吐
谷浑内乱中被杀，其弟伏允被拥立
为吐谷浑首领。经隋文帝同意，伏
允又和光化公主结为夫妻。从此，
吐谷浑向隋“朝贡岁至”，隋也回
赐不断。唐与吐谷浑至少有七次和
亲，在双方和亲期间，吐谷浑向唐
“献马牛羊万”，并决定对唐“比
年入朝”。

后来的事实证明，吐谷浑也确
实做到了这一点。通过这几次和亲，
东起长安向西经天水、兰州到达吐
谷浑的通道被开辟了出来。

（文/崔明德 来源：《北京日报》）

历史上还有另一条丝绸之路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中唯
一一个同为中华传统节日的节气。
经过漫长的历史衍变，清明与寒
食、上巳诸节交融为一体，成为春
季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清明节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
融汇了寒食、上巳诸节的清明节，
除了慎终追远，祭奠故人的意义之
外，还有踏青、远足、万物更始、
催护新生的丰富含义。在这个生机
勃发的季节里，带着怀念故人的情
感，惟有青青杨柳最能够贴切人们
的心境。

清明，是柳树的王朝！“梨花
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
暮 笙 歌收拾去 ， 万株杨 柳属流
莺。”柳树之名，来源于“留”。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发现，

柳树伐过枝干后，茬口处能够萌生
新枝条，而且更利于生长。因此便
形成了对柳树的头木作业，即在一
定高度截去树冠，促进新枝萌生。
这就是柳树的得名的所在。“柳”
字与“留”字读音相同，“柳树”
就是“留树”，表示保留树干以便
可以多次利用的一类树木。

清明时节，插一株柳树，既有
对生命不息的期待，也饱含着对逝
去亲人永留心中的情感。柳树得春
气之先，每年冬春转换之际，当四
野还是一片萧条时，总是它最先吐
出新绿。它有强大的生命力，柳条
入土即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
年年插柳，处处成荫。正如俗语所
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
成荫”。

古人重离别，因交通不便、路
途多险，每一次出行其实都意味着
生离死别。春天折柳赠别，既蕴含
着友谊长青的祝愿，同时也喻义着
亲人离别去乡，希望他到新的地方
可随遇而安，顽强生活。西藏的柳
树被称作“公主柳”，因文成公主
在大昭寺修建时，于寺前亲自栽种
从中原带来的柳枝而得名。现如今
公主柳在西藏已然广泛种植，只是
她的柳枝的长势是向上而非下垂
的，虬曲盘结、苍劲有致，是柳树
为适应严寒地带环境而顽强繁衍的
真实写照。

插柳可以辟邪。国人以清明、
七月半和和十月朔为三大鬼节，人
们为防止鬼的侵扰迫害，而插柳戴
柳。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史籍典章

记载，清明节插柳总是与避免疾疫
有关的。这也是古代先民，以这种简
便通俗的方法提醒人们：随着大地
回暖，万物复苏，各种病菌开始繁
殖，各种疫病会卷土重来，要注意个
人卫生；僵硬了一个冬天的身体，在
外出活动时要注意避免受伤等等。
在医疗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插柳
辟邪，表示出对健康的追求和期待。

插柳戴柳在一些地方还有纪年
华之义，正所谓“清明不戴柳，红
颜成皓首”之说（清光绪二年《怀
安县志》）。这种习俗是宋代“寒
食”冠礼的遗存。宋代将男女成年
行冠礼的时间统一定在“寒食”
节，不论生时年月，“凡官民不论
大、小家，子女未冠笄者，以此日
上头。”（宋吴自牧《梦梁录》）

戴柳即为成年标志。后世因此便有
戴柳以“纪年华”的风俗，并演化
成妇女戴柳球于鬓畔以祈红颜永驻
的习俗。在此，青青春柳，又有象
征青春之义。时值春季，活泼可爱
的女孩子、欲语还羞的妇女们，以
青青杨柳作为头饰，传达出对她们
青春年华的珍惜与留恋。

“长亭祖饯卜良辰，杨柳依依
送故人。万里鹏程君奋翮，一声骊
唱我伤神。”清明的离别，总是让
人倍感伤神……好在可以赠柳、插
柳，寄托对友谊、亲情的深深不舍
和怀念，祈求对春天、对青春、对
生命的留恋，祝愿杨柳依依、春光
常在、两情长久……这是一幅多么
动人的画卷！在春天播下希望的种
子，若干年后，郁郁葱葱的满眼绿
意向自己、也向每个人弥漫而来的
时候，那就是留住了春天，留住了
青春，也留住了生命。

（文/任真 来源：光明网）

清明谈“柳”：留住春天，也留住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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