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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成与传播的历史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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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于张骞首通西域，形成于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发展于班超再通西域。丝绸

之路上以官方交流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互动、以商品贸易为核心的物质文化互动、以多元艺术形式为

核心的思想文化互动、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文化互动，对世界历史进程尤其是东西方文明之间

的交流互动产生了巨大作用。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成依托于“凿空之旅”的战略需求、广泛的商贸

技术往来和多元传文弘道之路。尽管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但在丝绸之路上的广泛

文化互动所演绎出的历史画卷、传承的文化基因，为文化生成与传播提供了最好的历史遵循和具有

现代意义的历史经验，即良好的外部形象是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客观表达，发达的经济技术是

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现实基础，持久的道统传承是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依托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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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是古代贯通中西方的主要商路，
也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重

要纽带［１］。自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来，其就承

载着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互动等功能，增强了中

华文化在沿线国家的影响，增加了他们对中华

文化的认同感，为汉代文化的生成奠定了坚实

基础。当前，国内外学界围绕古代丝绸之路展

开了多维度研究，已有研究表明，学界侧重从某

单一学科视角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互动问

题，主要论及丝绸之路上的经贸、外交或人员往

来［２］，关于汉代丝绸之路文化如何生成等问题

的研究尚不多见。鉴于此，本文拟剖析汉代丝

绸之路文化生成的历史逻辑，总结提炼具有现

实性启发的经验和做法，以期实现“丝绸之路”

历史与现实的再次对话，实现中华文化的“返

本开新”。

　　一、汉代丝绸之路的生成背景

　　自张骞首次出使西域以来，丝绸之路逐渐
成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从

形成、发展到衰落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保留

或延续至今的各类遗产形成一条无与伦比的文

化线路，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为中华文化

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１．丝绸之路开辟于张骞首通西域，实现了
文化传播的初步推广

西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实力得到了提升，

梦想彻底解决匈奴人长期侵入汉代边疆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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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公元前１３９年，汉武帝欲联合曾被匈奴人

赶走的大月氏攻击敌人，张骞应诏而去。张骞

带着圣命从长安出发，一路经甘肃的陇西、兰

州，再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而到达楼兰古国。

遗憾的是，张骞并没有完成寻求军事联合的使

命。不过，张骞出使西域多年，带回来了许多中

原没有的物种，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激发

了汉武帝打开通往西方世界的极大兴趣。

２．丝绸之路形成于张骞二次出使西域，推

动了文化传播的载体生成

公元前１１９年，汉武帝决定再次联合西域

诸国以彻底击溃匈奴，遂第二次派遣熟悉西域

的张骞前往。这一次，张骞携牛羊万头和数千

万金帛前往，目的是与乌孙、大宛、康居、大月

氏、大夏、安息、身毒、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等

西域腹地各国结盟、开展友好外交活动，以此拓

展汉代的外交空间。为了加强与西域各国的联

络，朝廷在河西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

个驿站，实施沿途管辖，从地缘政治上建立了汉

朝与西域诸国紧密联系的渠道，即著名的陆上

丝绸之路。虽然丝绸之路的开辟是出于政治愿

景，但无意间打通了横贯欧亚非大陆的通道，促

进了欧亚非大陆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使

之呈现出一派繁荣向上的景象，为不同国家、民

族间的文化交流、互通奠定了基础。

３．丝绸之路发展于班超再通西域，拓展了

文化传播的多元形式

到了东汉时期，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吸引

西域诸国归附汉朝，永平十六年（７３年）汉明帝

派遣班超出使西域。班超沿着张骞开辟的北线

地理路线，出玉门关达楼兰后兵分两路，一路向

北从北疆的渠犁、龟兹、姑墨、喀什再到大夏、粟

特、安息等地，就是今天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

坦、伊朗等；另一路经南疆取道鄯善，经且末、精

绝、于阗、疏勒越帕米尔高原到大宛等地，形成

了一个“丫”字形的基本干道，丝绸之路的南线

被顺利开通，地理疆界得以进一步拓展［３］。西

汉时汉武帝在轮台和渠犁设立了使者校尉，用

来管理西域的屯田事务，开创了在西域设置官

吏的先河。公元前６０年又设立西域都护府，揭

开了在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

的序幕。此后，班超又在西域镇守三十年，使得

龟兹、姑墨、温宿、匈奴、大宛等西域诸国归附于

东汉，鄯善、于阗、疏勒三个王国也恢复了与汉

朝的友好关系。总之，班超通过征战拓展了张

骞开辟的丝绸之路的地理范围，维护了国家安

全，进一步畅通了东汉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极

大地提升了国家影响力。

　　二、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多向

互动

　　丝绸之路作为人类互动的鲜活例证，对世

界历史进程尤其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

产生了巨大作用。丝绸之路上的互动主要涉及

外交、商业、艺术和科技等，形成了独特的商贸

文化、风土人情文化、物种文化、农耕文化、工业

文化、宗教文化等，不断促进着多种族多文化的

融合发展［４］。因此，分析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

播的多向互动，应着重于官方交流、商品贸易、

多元艺术形式和科学技术四个方面。

１．以官方交流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互动

张骞出使西域后，西汉对西域诸国的认知

逐渐清晰，如“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

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

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

赂遗设利朝也”［５］，提升了西汉与西域诸国交

流往来的信心。在此背景下，汉朝廷也不断加

深对西域各国的认识，开始围绕西域风土人情、

政治经济、人物事件等著书立说，突破了原有的

地理界限，拓展了观察世界的视野，提升了汉朝

在丝绸之路上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最终促使汉

王朝成为西域诸国朝贺纳贡的“天朝”。在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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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纳贡的过程中，有无数“相望于道”的使者，

在这条古道上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全

方位的往来，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各国的密切联

系，这与汉武帝扩大外交空间的意愿高度契合。

汉代对外战略中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派

遣宗室公主与丝绸之路上大国君主的和亲政

策。汉代君主往往会赏赐和亲国乘舆服饰、御

用物资，甚至还有陪嫁的宦官、侍御、工匠、语言

翻译等，不断加深和亲国对汉朝的了解和认

识［６］。应该说，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极大地促

进了沿线各国的政治互动，增进了政治文化的

交流，成为各国互相认知的重要窗口与途径。

２．以商品贸易为核心的物质文化互动

陆上丝绸之路开辟后，无数的商人和商队

在这条遥远漫长的古道上奔波，我国的丝绸、茶

叶、瓷器等并不是直接运往销售地，而是经过西

域的安息进行集中转销，最后换回欧洲人、阿拉

伯人的马匹、谷物、水果等。其中，“丝绸”是这

条路上最耀眼的物品。商人运用纺织技术将获

得的丝绸变成丝纱，如此一来就降低了丝绸本

身的成本，也能织出更薄的丝织品被各国贵族

们竞相使用，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当时，丝绸

交易已经被炒作成全民参与的集体行动，甚至

连守卫边疆的士兵都参与其中。据史料记载，

“吞远
!

卒夏收 ＸＸ自言债代胡
!

长张赦之买

收缣一丈，直钱三百六十”［７］。为了牟取暴利，

中外商人乐于通过陆路长途贩运丝绸，从而促

进了中国丝绸持续不断地销往海外各国。

当然，商品交易使得诸多中国元素融入西

域诸国，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中原没有的植物

物种和珍禽异兽等，对生产生活都产生了极其

重要的影响。例如，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将

中亚一带的葡萄、曹荷、安石榴、黄蓝、苜蓿、蚕

豆等带了回来，改变了中原的原有植物样态和

饮食习惯；各种香料、乐器、大批珍禽异兽等通

过引进或朝贡的方式进入中原本土，不断改变

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丰富了人们的精神需

求；可以在恶劣环境下作战的马匹，以及御寒的

貂皮毛毡等传入中原本土，进一步提升了军队

的作战能力。

３．以多元艺术形式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互动

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国内先进的思想、瓷

器和服饰文化等开始向外传播，并给周边国家

文化的生成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儒家思想的

传播使得儒教文化圈开始形成。这说明儒家思

想不仅对中华文明，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产生了

极大的影响。此外，以瓷器为载体的陶瓷文化

在中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但瓷器由于本身比

较脆弱、不便陆运，在欧洲极其昂贵，成为上层

人物的奢侈品。丝绸之路为西方带去了中国瓷

器所承载的精巧、细腻、华丽等纤细入微的艺术

情调，催生了崛起于法国的“洛可可风格”，成

为洛可可艺术风格和古代中国文化契合的代

表［８］。与此同时，西域的各种乐器、佛教、歌舞

传入中国后，不断丰富着中原大地的精神文化

生活，特别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开花结果足以说

明思想文化传播的深远影响。佛教自西汉哀帝

时经丝绸之路传入天山以南与河西走廊一带，

最后传入中原，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当时的西

域与河西地区高僧辈出，他们沿丝绸之路前往

天竺取经、讲学，带回印度佛经，而天竺僧人也

纷纷赴汉朝交流、讲学，促进了佛教在东亚的传

播与发展。同时，修寺凿窟成风，随处可见的石

窟、造像、壁画上有关佛教的艺术作品，以及地

中海区域的?路纹流行于中国本土，都是中西

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９］。敦煌、云冈、龙门、麦

积山等石窟所表现的佛教艺术都有外来文化艺

术的风格，促使中原文化发生变化，促进中西文

化融合，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精神层面更有着

广泛而深刻的影响［１０］。丝绸之路的开通，还给

中原大地带来了西域的各种乐器，如曲项琵琶、

五弦琵琶等，以及各种乐曲、舞蹈等诸多艺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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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由此可见，丝绸之路不仅使中原地区对其

他国家和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推动着自身

文化艺术的不断发展创新。

４．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文化互动
在欧洲近代工业革命之前，我国古代的四

大发明、炼铁术等技术，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变革的重要因素［１１］。张骞出使西域后，将

中国先进的养蚕种桑、冶铁技术、水利灌溉技

术、造纸术等一路传播，助推沿线各国农业生产

力水平的提高。汉代的蚕桑法通过丝绸之路传

入西域于阗国，西域的丝织业逐渐发展，出现了

西域“胡锦”。后来，蚕桑技术又传入拜占庭和

波斯，促使了当地丝织业的出现和发展。而各

国生产花样各异的“胡锦”作为贸易物品四处

流传，促使了中国生产的丝织品在西方的广泛

畅销，也带动了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丝织技术的

不断改进，提高了丝织业的生产效率［１２］。中国

冶铁技术传入西方以后，帮助其生产出各种农

用机械，辅以水利灌溉技术，提高了沿途各国的

农业生产率，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灌溉农业的发

展。农业灌溉技术水平的提升又极大地提高了

当地的农作物产量，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手工业

的发展，刺激了西方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

展［１３］。另外，中国的造纸术对西方文明的进步

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４世纪初到１８世
纪末，经粟特人传到中亚又传至非洲和欧洲各

国的造纸术被各国广泛使用，推动了阿拉伯科

学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传播，尤其促进了《古兰

经》《圣经》等的大量书写和印刷，使伊斯兰文

明和欧洲文明以超乎任何其他宗教的传播速度

和效率走向世界［１４］。可以说，随着丝绸之路传

至西方世界的中国技术发明，对印度、阿拉伯等

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

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成的依托

载体

　　不断调整的外交政策、东西方货物的广泛

交换，以及两汉乐府和汉代哲学等，奠定了盛世

大汉的文化生成基础，佐证了这个历史王朝的

辉煌，对改变世界格局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

影响。在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与互动的四种

类型基础上，提炼出汉代文化生成的依托载体，

对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成的机理和结果进行深

入研究，有利于总结对现代文化生成具有启发

意义的历史经验。

１．“凿空之旅”的战略需求拓展了汉代丝

绸之路文化生成的外交空间

自西汉开始，中原人从西来胡商和戎狄骑

兵那里得知，西边有广阔无际的草原、雪山和戈

壁，他们把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带统称“西

域”。而汉初匈奴屡屡入犯塞内，对黄河中游

农耕区造成破坏，甚至出现威逼长安的危局，这

迫使汉代的统治者们开始寻求击败匈奴之

术［１５］。于是，汉代君主们或为了军事联合，或

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断调整内外政策，走上了一

条军事联合—休养生息—军事进攻的外交之

路，最终成功凿开了通往西域的大通道，并不断

扩大传播盛世汉代文化的新空间。最初，汉武

帝即位后起用王恢，引诱匈奴进入马邑，欲一举

歼灭，但最终功败垂成。从汉高祖刘邦到文景

时期汉朝采取“与民休息”的安内政策，外交方

面多以和亲政策为主。“汉初，天下初定，士卒

疲于征战，刘邦采用娄敬建议，以汉代宗室女嫁

给匈奴单于为阏氏，岁送一定量的絮、缯、酒、食

等给匈奴，双方约为兄弟，开放关市，两族人民

互通贸易。”［１６］后来的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和

汉武帝初年都延续了和亲政策，这为汉代在休

养生息期间专心发展经济、缓和军事压力创造

了条件。到了汉武帝时期，经济实力的强大使

其外交政策开始转为武力征服，公元前１１９年，

汉武帝开始对匈奴实施“征讨政策”，但最终失

败。从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开始，汉武帝对匈

奴再度实行和亲的安抚政策，继续恢复发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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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经过汉初７０余年的休养生息，汉代经济社

会获得了很大发展，军事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

于是，汉武帝废弃和亲政策，而集中力量对匈奴

进行军事打击，汉匈关系开始发生新的转

变［１７］。此后汉军与匈奴多次交战，最终将匈奴

赶至远离汉区的沙漠边缘，以至“漠南无王

庭”，双方也由此进入了数十年僵持状态。当

然，在汉匈对峙过程中，汉代君主逐渐增强了抵

御匈奴进犯的决心，外交空间进一步突破至华

夏诸侯、列国之外的地区。总之，汉代不间断地

开疆拓土，以及日渐凸显的综合国力，都使匈

奴、西域诸国对汉文化的态度从敌视、对抗到仰

慕，从隔膜陌生到亲近，汉代文化沿着丝绸之路

一路向西传播，其辐射力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在

融入其他文化样式的过程中传递着自身的核心

价值理念，影响着其他文化，又成就了“凿空”

西域的丰功伟业，为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成与

传播拓展了外交空间。

２．广泛的商贸技术往来巩固了汉代丝绸之

路文化生成的基础

张骞等人出使西域，虽以军事为目的，但客

观上推动了亚欧大陆商道的畅达。然若深论

之，这条中西通道的开辟，商业效果和技术交流

已经远远大于军事或外交目的。丝绸之路作为

一条商贸技术交流的通道，促使各国进行了广

泛的商贸和技术互动，给汉朝带来了大量资金

财富，也为西方社会送去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尤其是丝绸、贵重瓷器等一度成为西方上流社

会追捧的奢侈品，改变着人们的审美和品位。

中原的丝绸由于色彩绚丽、质料柔滑、穿着舒

适，在西域被认为是最上等的衣料，因而逐渐风

靡域外诸国，同时也换回了西域特有的马匹、毛

皮、珠宝、玻璃器皿等商品。从中国出口的金

银、镜子甚至鸟类等也令西方大开眼界，一并传

播出去的还有纺织技术、农田水利灌溉技术、造

纸印刷技术和养蚕种桑技术，让沿线国家见识

到了汉朝的繁荣昌盛和先进技术，使得他们都

愿意和汉朝进行贸易技术往来。与此同时，为

了吸引外商来华贸易，创造安全的营商环境，汉

王朝对来华外商实行超国民待遇，坚决打击各

种恃强凌弱、强买强卖的行为，保护商人合法利

益“欲诣洛者，为封过；欲以郡还者，官为平取，

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

夷翕然称其德惠”，营造了公平有序的贸易环

境［１８］。总之，丝绸之路上的各国在频繁商贸技

术往来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国贸易，汉代

强大的行政和法律手段保护了商贸技术往来的

合法有序，各种形式的往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繁荣昌盛。如此，中国先进技术的传入对欧洲

各国的科学技术、宗教信仰、政治文明、思想文

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西方

现代文明的基础，也使得汉代开始以更加开放

的心态接受世界、走向世界，汉代丝绸之路文化

生成的内生基础不断强化。

３．多元传文弘道之路丰富了汉代丝绸之路

文化生成的内涵样式

两汉文化传承发展了传统礼乐文化，形成

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在中华文化

发展史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在汉代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过程中，

有无数文艺形式相互激荡，生成了让人印象深

刻的文学景观，丰富了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与

精神文化生活，为汉代文化生成注入了更为丰

富的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又是一

条传文弘道之路［１９］。具体说来，在音乐文化方

面，两汉乐府民歌开始随着丝绸之路传至西域

各国，为或粗犷豪放或端庄持重的西域音乐增

添了温婉柔情、悲惨凄美的多样元素。在文学

创作方面，汉代随着国力日渐强盛、人口不断增

多，思想文化的传播表现出强烈的天下情怀。

例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史记》为“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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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成为沿线各国纷纷借鉴的思想巨

著［２０］。至于儒教，儒生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

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

“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导致“周道兴

东”，更是为西域各国集权稳定社会政治和经

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２０］。在民族精神方面，张

骞出使西域时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险、永不放弃、

效忠国家的精神，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文

化教化力和穿透力，给西方人带去了震撼和敬

佩，一些西方人开始被中国所吸引，他们著书立

说、介绍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马可·波罗

历尽艰难险阻而写下的《马可·波罗行纪》，全

面介绍了被儒家思想浸润的富裕的中国，让整

个西方为之疯狂和神往。总之，不同文化形式

的互动与交流，直接促进了多种文化形式的相

互交融碰撞，不断丰富着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

成的内涵样式。

　　四、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历史

镜像

　　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的传播不是单向性输

出，也不是被动地输入，而是基于充分生成所形

成的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特征与痕迹的文化样

式，站在现代角度再现汉代文化的经历，不仅仅

在于追忆历史，更可从历史的脉络中找到现代

文化生成的传统依据。汉代文化不是单一的民

族文化，是处于中原大地的各民族优秀文化精

髓的集合体，具有更为开放的包容胸怀和丰富

的内涵体系，以及强大的应变性和适应性［２１］。

先进的汉代文化以强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凝聚

力和感召力，得到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认同，

对当代中华文化生成亦具有深远的启发和借鉴

意义。

１．良好的外部形象是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

播的客观表达

丝绸之路的开通，大大拓展了汉代外交对

象和外交空间，外交地理空间从华夏地区延伸

至四方远国，为构筑汉代文化生成的强大自信

和树立国家良好的外部形象创造了良好条件。

丝绸、金银、镜子等都是西方所稀缺的物资，令

人大开眼界，让西方人认为汉朝是一个物产极

其丰富的国家，强国形象逐渐树立，丝绸之路沿

线各国都愿意和汉朝进行贸易往来，也促进了

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同时，凭借强大的经

济和军事实力，汉代的文化思想、经济模式、政

治制度开始沿着古丝绸之路蔓延传播，为沿线

国家带去了新的思想、艺术形式，以及生产生活

中的新方法、新现象，在悄无声息改变其他国家

和民族的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向往

和好感。例如，丝绸之路沿线诸国的贵族开始

使用汉字，甚至起了汉语的名字，如春君、丞德

等［２２］。同时，有些贵族开始学习汉语和汉文

化，甚至还会用汉语书写有西域色彩的内容，以

表达对汉朝的忠心，充分彰显了汉文化的强大

吸引力。随着汉朝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外交空间

的拓展，对外形象也越来越好，汉朝的政治体

制、经济模式、文化思想和科技成果得以更广泛

地传播，进一步增强了这一时期丝绸之路文化

传播的自信，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

巨大贡献。

２．发达的经济技术是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

播的现实基础

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兴盛之时大都是古

代中国最强盛之时，特别是丝绸之路开辟的两

汉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领先于世界。以古都长安

为例，来自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等

地的各国商人随处可见，奇珍异宝令人眼花缭

乱，铁行、笔行、肉行、绢行、秤行、大衣行等一应

俱全，旅店、饭店等服务行业兴盛，俨然一座国

际性大都市，显示综合国力之强盛，故而有“中

国是一个居天下中心的礼仪之邦”之美誉，强

大经济实力建构起来的国家形象越来越好［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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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强大的经济实力是通过诸多方面体现出来

的。例如，铁器与牛耕普遍使用，水利设施大量

兴修，使得汉代农业生产技术世界一流；冶铁、

铸铜、煮盐、纺织和漆器业兴起，使得汉代在诸

多领域的技术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官铸五

铢钱的通用，使得人类社会商品交换方式由物

易物转化为物币交换，推动着世界货币体系的

改革。汉朝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制度、科学技术

等率先实现诸多领域的突破，在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开始鹤立鸡群，引领全世界走向新的变革，

增强了西域诸国追随汉朝的信心和决心。在此

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认可汉朝“丝绸

之路”的战略模式，渴望与汉朝建立联系，夯实

了汉朝构建“东北亚大陆”秩序的基础，也使得

汉朝文化更便利直接地传播至沿线国家［２４］。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汉朝借助自身强大的经济

实力推动了各国经济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文

化传播的基础，也为促使中华文化展现更加开

放包容的胸怀和生成姿态提供了新范例。

３．持久的道统传承是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

播的依托载体

通过丝绸之路的绵长时空线路，中国、印

度、埃及、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等各种古老

文明联结起来、交融起来，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

不分高低优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深入交流，

对沿线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文化多样性交流提供了新的载体，成为不同

民族、不同文明相互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汉

代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

文明的延续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

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例如，儒学思

想被西域各国君主视为治国理政和管理臣民的

法宝；文学创作为丰富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民众

创造力和想象力，创新写作手法，提供了新的启

迪；汉代复杂的宫廷礼仪纷纷被沿线各国奉为

效仿的范式。总之，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不

仅仅体现在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传播上，还在

于通过道统传承促使汉文化走向世界，更在于

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与汉朝建立联系后，开始在中

华文化大体系下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精彩纷呈

的多种文化样态，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华

文化与其他文化和谐共生的包容性愈加凸显。

　　五、结语

　　尽管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
但在丝绸之路上的广泛文化互动所演绎出的历

史画卷、传承的文化基因，为文化生成与传播提

供了最好的历史遵循和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经

验。为此，应将经济发展作为与不同民族深度

融合的基础，尤其是促进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民

族的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精神

文化活动的相互交融，这对于坚持中华文化生

成与多元文化的深度融合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应将高度的民族自我认同作为文化生成的现实

依据；应将提升文化传播力作为文化生成的重

要手段，以丝绸之路题材纪录片的形式，围绕空

间建构一整套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借助可视

化地图，真实再现沿线景观和民俗风情，形成尊

重彼此的文明样态，不断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渴

望了解“丝绸之路”的愿望和文化想象。可以

说，“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各国寻求共同的文

化记忆，畅通因历史原因而中断的文明交流提

供了新的契机，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在丝

绸之路沿线的吸引力、辐射力和美誉度，彰显中

华文化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１］　韩永辉，邹建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
西亚国家贸易合作现状和前景展望［Ｊ］．国际
贸易，２０１４（８）：２１．

［２］　伊斯拉姆．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重塑过
去，影响未来［Ｍ］．柏林：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
２０１９：１７．

·７９·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４月　第２４卷第２期

［３］　张春海．探究楼兰道的具体路线和历史地位
［Ｎ］．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８－０４－２０（０２）．

［４］　来永红．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探
析［Ｊ］．丝绸之路，２０１６（２４）：１０．

［５］　司马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１２３．
［６］　范晔．后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９７．
［７］　冯卓慧．汉代民事经济法律制度研究：汉简、律

令、文献所见［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
１３４－１３５．

［８］　陈伟．谈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ＥＢ／ＯＬ］．
（２０１３－０８－０１）［２０２２－１０－０１］．ｈｔｔｐ：∥ｔｈｅｏ
ｒｙ．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３／０８０１／ｃ４０５３１－２２４０
２９４３．ｈｔｍｌ．

［９］　杨雪，刘瑜．从?路纹管窥丝绸之路中外纺织
服饰文化交流［Ｊ］．丝绸，２０１９（９）：１．

［１０］冯文博．丝绸之路图案艺术的演变研究［Ｊ］．西
北民族论丛，２０１９（１）：２１８．

［１１］孙玉琴．汉唐时期丝绸之路贸易的历史经验及
其现实启示［Ｊ］．国际贸易，２０１４（８）：１６．

［１２］朱国祥．从梵语借词看“丝绸之路”印度文化对
回鹘文化的影响［Ｊ］．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１９（８）：
１６５．

［１３］张德芳．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对丝绸之路交通
体系的支撑［Ｊ］．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５（２）：１７．

［１４］陈霞．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对新疆历史的影响
［Ｊ］．西域研究，２０１３（３）：１０．

［１５］福柯．知识考古学［Ｍ］．谢强，译．上海：上海三
联书店，１９９８：７７．

［１６］冯天瑜．开辟“丝绸之路”的三大动力源［Ｊ］．湖
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４（９）：１０７．

［１７］王健．“近代丝绸之路”：从“丝绸之路”到“一带
一路”历史跨越的重要节点［Ｊ］．南京社会科
学，２０１７（３）：１４４．

［１８］陈寿．三国志［Ｍ］．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２０００：１３３．

［１９］林梅村．《郑芝龙航海图》考：牛津大学博德利
图书馆藏《雪尔登中国地图》名实辩［Ｊ］．文物，
２０１３（９）：６４．

［２０］高荣．“商性”相通：汉唐间河西走廊与丝绸之路
贸易［Ｊ］．历史教学（上半月刊），２０１６（１０）：６．

［２１］张清俐．考古揭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价值［Ｎ］．
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２－１０－２８（０２）．

［２２］石云涛．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中外交流途径
［Ｊ］．人文丛刊，２０１６（９）：２９３．

［２３］姜国峰．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价值、困境
与路径［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２（４）：１１９．

［２４］许正．汉代“丝绸之路”战略与“东北亚大陆”秩
序的塑造［Ｊ］．学术界，２０１５（１１）：３１．

［责任编辑：毛丽娜］

引用格式：姜国峰．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
成与传播的历史镜像［Ｊ］．郑州轻工业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２４（２）：９１－
９８．

·８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