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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历史地理及其当代价值

王志远

　 　 【内容提要】 　 历史上ꎬ“丝绸之路”在演绎汉唐时代辉煌的同时ꎬ也带

有时断时续的特点ꎬ而中国历朝历代在对待“海上丝绸之路”方面ꎬ则表现

出被动和防范ꎮ 从较为具体的历史地理视角分析“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

之路”发展脉络ꎬ不仅有利于展示其中内涵ꎬ还具有逻辑分析的优势ꎮ 当

前ꎬ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既需要深入了解历史经验和教训ꎬ也需要立足当

代、着眼世界、谋求长远ꎮ
【关 键 词】 　 “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历史地理 　 “一带

一路”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合作

与竞争的战略解析»(项目编号:１４ＣＧＪ００８)ꎮ
【作者简介】 　 王志远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

员、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博士后ꎮ

历史上ꎬ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今天的西安ꎬ“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则在

今天的泉州ꎮ 近年来ꎬ随着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战略部署全面推开ꎬ陆地和海洋贸易受到学界密切关注ꎮ 从当代视角回

顾千百年来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ꎬ梳理沿途城镇驻留的尘封过

往ꎬ不仅有助于理解其历史上的辉煌和艰辛ꎬ还有助于从更深层次理解中国

战略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ꎮ 因此ꎬ本文在对部分城市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

上ꎬ从历史地理视角出发ꎬ分析“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及

其当代价值ꎮ

一　 “丝绸之路”:分易分、聚难聚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最早起源于西汉年间ꎬ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动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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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商贸往来ꎬ而是为汉武帝联络大约在今天阿富汗位置附近的大夏(大月

氏)ꎮ 第一次西出没有实现联合抗击匈奴之目标ꎬ但对于沟通中原与西域文

化起了很大作用ꎮ 第二次则完全以汉朝使节身份联络西域各国ꎬ属于国际交

流而不是贸易ꎬ但这次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流却为诸多商品走向世界打下基

础ꎬ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丝绸ꎬ经过中亚、西亚、欧洲商人的贸易活动ꎬ中国的

丝绸等商品被欧洲贵族奉为代表身份的奢侈品ꎮ 因此ꎬ１８７７ 年德国历史地理

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始于中国、经中亚和西亚通往欧洲的道路称为“丝绸之

路”ꎮ 然而ꎬ“丝绸之路”在欧洲声名鹊起之后ꎬ首先迎来的却是一波“掠夺性

开发”ꎬ诸如吐鲁番东面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库车西面的克孜尔千佛洞等地

壁画ꎬ屡次被瑞典、俄国科考队“带回研究”ꎮ 如今ꎬ“丝绸之路”上原有的很

多保存完好的壁画仍然在遥远的欧洲ꎬ帮助世界了解千年丝路ꎬ却无人提及

这些文物如何来到异国他乡ꎮ
应当说ꎬ张骞打通的“丝绸之路”ꎬ历史上早已存在相应的地形地貌结构ꎬ

并不像鲁迅笔下“其实地上本没有路ꎬ走的人多了ꎬ也便成了路”那般(这句

话对于人口密集地区的道路才更有解释力)ꎮ 本来沿途人烟稀少的“丝绸之

路”ꎬ应当是“人找到了翻越山岭和穿越沙漠的行进线路”ꎬ“路”不是依靠人

多“踩”出来的ꎬ而是依靠人多“探”出来的ꎮ 因此ꎬ“丝绸之路”仅仅是线路ꎬ
而不是具体的道路ꎬ甚至就连特别精确的线路也没有ꎬ只有大概方向和几个

固定地标ꎮ 艰难之处在于ꎬ行路不仅要在沙漠中寻找水源ꎬ还要在山岳间寻

找通途ꎮ 对于“丝绸之路”ꎬ克服山川戈壁等艰险的自然条件仅仅是其畅通的

一个必要条件ꎬ而非充分条件ꎬ群雄四起、战火纷飞、朝代更迭都会使其中断ꎬ
因此仅仅作为通商之道来认识ꎬ很难反映其全貌ꎮ

中原王朝深知“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所在ꎬ在击败匈奴、打通道路后ꎬ西
汉时期曾经设立西域都护府ꎬ常设地点就在今天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ꎬ从这

里沿天山南麓向西经阿克苏到喀什ꎬ向南则可以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东沿抵

达和田ꎮ 显然ꎬ西汉王朝就是以扼住“丝绸之路”要冲的办法来实现对西域的

管理ꎬ这也是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最早历史依据ꎮ 此后ꎬ
随着中原王朝国力兴衰反复ꎬ“丝绸之路”表现出时断时续的状态ꎬ驼队往来

也是时有时无ꎮ 当然ꎬ总体线路受阻并不代表局部线路隔断ꎬ贸易往来停止

也不代表文明传播割裂ꎮ 西方学者在看待“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传

播两者上ꎬ虽然在字面上以丝绸称呼ꎬ但对于文化传播反而更加关注ꎮ 在宗

教方面ꎬ佛教从印度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西域龟慈ꎮ 此外ꎬ从西亚和中亚

地区传入中国西域的还有摩尼教、祆教、景教以及后来影响更为深远的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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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等ꎮ 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时期ꎬ不仅西域开凿洞窟礼佛ꎬ还有敦煌莫高窟、
洛阳龙门石窟等浩瀚的文化瑰宝ꎬ各种佛教寺庙纷纷涌现ꎮ “丝绸之路”所承

载的商品、文化、地理等多重属性使得这条西汉以来打通的线路ꎬ虽有中断却

从未终止ꎬ即使再大的冲击甚至是战乱ꎬ都至多使其带上一段历史的“省略

号”ꎬ而不是“句号”ꎮ
“丝绸之路”上的艰难险阻ꎬ并不意味着西域对于中原缺乏意义ꎮ 实际

上ꎬ西域在商品贸易和文明传播之外还给中原内地提供了恒久的保护ꎮ 来自

中东和欧洲的很多军事力量都未曾逾越帕米尔高原ꎬ加之漫长的“丝绸之路”
上有着近 ２００ 万平方公里的戈壁、高山和沙漠ꎬ使长安、洛阳等地可以背靠屏

障、面向中原ꎬ很多朝代都将其选为王朝国都ꎮ 早在西汉年间ꎬ司马迁就已经

看到西域的战略价值所在ꎬ并在六国年表中写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ꎬ收功

实者常于西北ꎮ 故禹兴于西羌ꎬ汤起于亳ꎬ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ꎬ秦之帝用雍

州兴ꎬ汉之兴自蜀汉”ꎮ 这里的西羌在今天陕西和四川往西的塞外ꎬ亳即是今

天河南商丘一带(其东南部与安徽省北部城市亳州比邻)ꎬ丰镐位于今天西安

市长安区的沣河两岸ꎬ雍州则是陕西中部以及甘肃、宁夏部分地区的总括ꎬ蜀
汉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盆地ꎮ 这些地方当时称为西北ꎬ今天则将其定为中部或

中西部地区ꎮ 在历史上ꎬ这些“收功实者之地”大部分都背靠“丝绸之路”ꎮ
既然西域充当了很多王朝的战略屏障ꎬ对于“丝绸之路”的基本思路自然不仅

仅是商品贸易ꎬ而是涉及很多军事政治因素在其中ꎮ 例如ꎬ在东汉初年ꎬ中原

对西域的控制一再被匈奴打断ꎬ东汉初年班超平定西域ꎬ历经波折坎坷ꎬ平复

叛乱重夺控制权ꎬ但此间“丝绸之路”却也变为军事部队机动路线ꎬ而不是商

贸文化往来之路ꎮ 此后ꎬ中原政权对西域的历次争夺ꎬ最先冲击到的都是“丝
绸之路”ꎮ

王朝军事实力是维护“丝绸之路”的关键ꎬ唐代基本实现了对西域的掌

控ꎬ“丝绸之路”也随之达到历史顶峰ꎮ 然而ꎬ“丝绸之路”辉煌模式的启动ꎬ
也是在筚路蓝缕中渐渐开始的ꎮ

历史上的“贞观之治”被誉为唐朝兴盛的开端ꎬ这也为此后“开元盛世”
打下坚实基础ꎮ 起源于隋朝的科举制对于从谏如流、选贤任能起着重要作

用ꎬ唐太宗时期的丞相魏征是当时主要代表人物ꎮ 在贞观初年ꎬ玄奘法师开

始憧憬“丝绸之路”ꎬ却没有获得官方许可ꎮ 当时ꎬ突厥人控制着“丝绸之

路”ꎬ西去东来的客商都被认为有通敌可能ꎬ因此在长安施行禁令ꎮ 历史上的

玄奘ꎬ并非如«西游记»中描述受唐朝皇帝派遣并托以重任西行取经ꎮ 事实

上ꎬ真正接见玄奘的国王ꎬ是吐鲁番东面百余里的高昌国王鞠文泰ꎬ当时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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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域仍然有很大影响力ꎬ只是玄奘经“丝绸之路”回来时ꎬ高昌国已不复存

在ꎮ 玄奘也不是像«西游记»中观音菩萨所示那样ꎬ去印度学习大乘佛法三藏

真谛ꎬ因为此前的鸠摩罗什通晓经藏、律藏、论藏ꎬ是中原第一位三藏法师ꎬ并
博通大乘、小乘教法ꎮ 历史中玄奘西行的真实目的是消除当时中原佛教南北

差异与争论和实现统一南北佛教思想之宏愿ꎮ 这也可以说明ꎬ从“丝绸之路”
传播而来的北方佛教与海洋上传播而来的南方佛教实际上存在对经文的不

同理解ꎮ １８ 年后ꎬ玄奘从印度那烂陀取经归来ꎬ唐朝也在今天的哈密打败了

西突厥人ꎬ并且在今天的吐鲁番平定了高昌国ꎬ皇帝将其改名为“西州”ꎮ 唐

太宗为了经略西域ꎬ希望玄奘还俗为官ꎬ玄奘不为所动ꎬ数十年间译经讲法ꎬ
并修建大雁塔贮藏经书ꎮ 这座塔又名慈恩寺塔ꎬ最初为五层ꎬ后加盖为九层ꎬ
数次修缮中又几次变化ꎬ现在为七层ꎬ多年来始终是古城西安最引人入胜的

文物古迹ꎮ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ꎬ除了女皇武则天迁都洛阳并将其称为“神

都”这段时间之外ꎬ长安都是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起点ꎮ 盛极之时ꎬ人口

规模超过罗马城位居世界第一ꎬ唐朝兴建的大明宫规模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四

倍多ꎮ
当时长安城内有东市、西市ꎬ顾名思义ꎬ东市主要经营中原商品ꎬ西市则

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国际贸易中心ꎬ主要经营来自“丝绸之路”上的西方商

品ꎮ 繁荣的东市和西市创造出一个新的名词———“东西”ꎮ 此前ꎬ一般用“商
品”称呼用于出售的物品ꎬ相传在夏朝时期商部落中一个叫作“振”的人ꎬ以
牛车为工具ꎬ以陶罐为物品ꎬ往来兜售叫卖ꎮ 这种方式不仅使商部落日益强

大ꎬ最终创造王朝ꎬ更在商朝灭亡之后被世人沿袭下来ꎬ无论什么物品ꎬ只要

为了售卖而生产的ꎬ都叫“商品”ꎬ而从事这种活动的人ꎬ则称为“商人”ꎮ 而

在长安ꎬ人们对于商品的理解ꎬ忽而东市、忽而西市ꎬ实际上已经到了“非东即

西”的状态ꎬ民间更加习惯于使用“东西”来称呼一些物品ꎬ尤其是“买东西”
一词更是使用甚广(历史上对于“东西”一词的理解ꎬ还有朱熹演绎的另外一

种“五行”说)ꎮ 而登不上东市、西市铺子的物品ꎬ则被人们认为是劣等或是

异端ꎬ因此有了“不是东西”这个流传至今的贬义词ꎮ 这种状态ꎬ足以说明当

时东市、西市所贩商品之种类繁多、琳琅满目ꎬ商人们在“丝绸之路”上西去东

来ꎬ使长安发展为当时中国兼具政治、经济、贸易等多方面功能的都城ꎮ
当然ꎬ唐朝对于西域的掌控与西罗马帝国灭亡有很大关系ꎮ 欧洲人撤出

后ꎬ中亚地区存在巨大真空ꎬ同时阿拉伯人向东扩张ꎬ唐朝军队在讨伐吐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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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要面临来自“黑衣大食”(唐代对阿拔斯王朝的称谓)的威胁①ꎮ 唐朝

与阿拔斯王朝在争夺西域中互有胜负ꎬ最终是自然地理更具决定性ꎬ即以帕

米尔高原(古时称葱岭)为界ꎬ形成了“丝绸之路”的中国线路和中亚线路ꎮ
随着唐朝疆域的扩张和收缩ꎬ对于“丝绸之路”的管理时紧时松ꎮ 唐代ꎬ安西

都护府设在吐鲁番交河故城(今吐鲁番以西)ꎬ设立安西四镇———龟慈、焉耆、
于阗、疏勒ꎬ贞观以后军镇多次调整ꎬ扩张时曾经包括龟慈、于阗、疏勒和碎叶

(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东部的托克马克)ꎬ开元年间又恢复为原安西

四镇ꎮ 唐朝时期ꎬ还在葱岭修建石头城(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ꎬ维吾尔

语“石头城”之意)ꎬ用来专门管理“丝绸之路”南线西进东出的山口要道ꎮ 唐

代“安史之乱”后ꎬ中原政权对于西域的掌控越来越差ꎬ“丝绸之路”从此开始

与辉煌渐行渐远ꎬ安西四镇也随着自然、朝代、社会、人文变迁而逐渐走向衰

落ꎮ 五代十国时期的诸侯割据ꎬ加上宋代中国人口大规模南迁ꎬ经中原向西

北通商的“丝绸之路”变得不再重要ꎮ 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和阿拉伯人海洋贸

易兴起ꎬ陆地“丝绸之路”已经逐渐被“海上丝绸之路”替代ꎮ 此后ꎬ元朝军事

扩张基本实现了“丝绸之路”沿途统一在中原政权手中ꎬ但连年战争加上朝政

腐化ꎬ沿途生产力已经遭到破坏ꎬ加上陆地贸易成本高昂ꎬ航海技术却不断提

高ꎬ“丝绸之路”再没有恢复到汉唐时期的盛况ꎮ 明朝时期对于“丝绸之路”
掌控更差ꎬ甚至需要在大漠戈壁边缘修建长城ꎬ抵御外来入侵ꎬ如果说山海关

是守卫北京的门户ꎬ那么比东面山海关早建九年的西面嘉峪关就是守卫河西

走廊中部的门户ꎬ实际上也是中原政权对“丝绸之路”掌控的最西端了ꎮ
历史上ꎬ“丝绸之路”沿途经历了几次民族迁移ꎬ先是吐蕃人扩张占领西

域ꎬ之后又退回青藏高原ꎬ形成今天的几个藏族聚集区ꎮ 而蒙古高原回鹘人

向西迁移进入葱岭以西、吐鲁番地区(西州回鹘)以及河西走廊ꎬ西州回鹘建

立高昌回鹘王朝ꎬ之后迁移至“丝绸之路”南线的塔里木河流域ꎬ后来形成今

天的维吾尔族ꎮ 南宋末年ꎬ成吉思汗沿着“丝绸之路”天山北麓征服了中亚大

草原ꎬ蒙古铁蹄一度逼近欧洲大陆ꎮ 元朝时期ꎬ“丝绸之路”对于中国西北地

区的民族融合起到重要作用ꎬ葱岭以西的多个民族大量东迁ꎬ在河西走廊一

带与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融合ꎬ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融合ꎬ
形成了今天的回族ꎮ 应当说ꎬ对于民族融合来说ꎬ“丝绸之路”沿线发挥了重

要作用ꎬ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带ꎮ 从今天的西安出发ꎬ经过陇西、兰州、张掖、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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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敦煌直至西出阳关ꎬ就已经出了中原范围进入西域ꎮ 唐代诗人王维所写

“劝君更尽一杯酒ꎬ西出阳关无故人”ꎬ可以说就是当时最真实的写照ꎮ 而在

“丝绸之路”通行便利的年代ꎬ也有将阳关大道比作宽阔的大道和光明的前途

之意ꎬ“你走你的阳关道ꎬ我走我的独木桥”就是从此而来ꎮ 这两句话中的阳

关都坐落在玉门关以南ꎬ因此称为阳关ꎬ但词义上截然相反ꎬ实际上恰恰反映

出不同年代“丝绸之路”的巨大差异ꎮ 当然ꎬ无论“丝绸之路”是断是通ꎬ都促

进了河西走廊沿线居民逐渐增多ꎬ形成一座座城市ꎮ 从这个意义看ꎬ“丝绸之

路”在从兴盛走向衰落、从通途走向断裂的时代中ꎬ局部路线仍然在发挥文明

传播、人口迁移、贸易往来等方面的作用ꎮ 只是如果再以衔接欧亚大陆的国

际大通道来衡量ꎬ却早已名不符实ꎮ “分易分、聚难聚”的“丝绸之路”ꎬ也只

能依靠悦耳如初的风中驼铃和悠悠依旧的千年古歌ꎬ悄声诉说那曾经的繁华

和辉煌ꎮ

二　 “海上丝绸之路”:来易来、去难去

“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于唐代ꎬ阿拉伯人通过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ꎬ经印

度洋挺进太平洋ꎮ 此时距离伊斯兰复兴运动仅仅过了 ２００ 年ꎬ阿拉伯人就已

经从陆地向海洋挺进了ꎮ 虽然海洋贸易的商品早已不仅仅是丝绸ꎬ还包括瓷

器、药材、香料、珍宝等贵重物品ꎬ但在当时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欧洲人ꎬ都认

为中国是一个丝绸之国ꎬ加上唐代丝绸贸易延续兴盛多年ꎬ“海上丝绸之路”
也因此得名ꎮ 当时的航海技术ꎬ在动力方面主要靠季风ꎬ方向上主要依靠太

阳和星辰来辨别ꎮ 航海技术之所以在阿拉伯世界率先发展起来ꎬ核心在于造

船ꎬ他们找到了一种可以让木板连接得非常牢固并且可以防渗水的天然树

脂ꎬ因此ꎬ船体结构不再依赖于树木的大小ꎬ一艘艘大船开始在海洋中乘风

破浪ꎮ
阿拉伯人最先找到的航线是绕过印度洋抵达马六甲海峡ꎬ之后开始逐渐

与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开展贸易往来ꎮ 由于当时航海所需要的淡水和食物需

要持续补充ꎬ阿拉伯人航海基本沿着陆地边缘的海洋行进ꎬ因此到达中国的

第一站就是今天的广州ꎬ并开始通商往来ꎮ 频繁的海洋贸易逐渐使阿拉伯人

在广州有了聚集区ꎬ当时称为“番坊”ꎬ然而文化、民族等方面的摩擦和冲突不

断ꎮ 公元 ７５８ 年ꎬ大食和波斯抢夺市井商铺ꎬ武力攻击广州都督府ꎬ然后又从

海上逃离ꎬ这种“海盗”行为严重影响了广州海洋贸易发展ꎬ也使当时的政府

产生了对海洋贸易的担心和防备ꎮ 此时ꎬ尽管唐朝的陆上“丝绸之路”已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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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走上兴盛ꎬ然而却对来自海洋的威胁手足无措ꎮ 此外ꎬ在唐朝和宋朝时期ꎬ
不仅是广州ꎬ今天的泉州、宁波、扬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ꎮ 到了

元代ꎬ海洋贸易基本聚集在泉州ꎮ 这个曾经的东方第一大港口ꎬ直至今日仍

然被认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ꎮ 当前ꎬ了解“海上丝绸之路”ꎬ深入分析

其历史地理之间的关系ꎬ需要从泉州开始展开ꎮ
泉州因种植刺桐树而闻名ꎬ又称刺桐城ꎬ也有过鲤城之名ꎬ现在泉州市老

城区就叫鲤城区ꎮ 对于“州”的概念ꎬ实际上从“川”字而来ꎬ后者代表山ꎬ前
者则代表山之间的生活空间ꎮ 当然ꎬ还有一个“洲”字ꎬ意为深入水中的陆地ꎬ
中国地名中也有以“洲”的称谓ꎮ 例如株洲ꎬ由于湘江环绕了南、北、西三个方

向ꎬ彷佛是水中的陆地ꎬ因而称之为“洲”ꎮ 此外ꎬ除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

洲等地区之外ꎬ基本上地名常用“州”ꎬ而不是“洲”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泉州恰

恰与名称相反ꎬ这座城市实际上更像“洲”ꎬ而不是“州”ꎮ 泉州三面环水ꎬ一
面环山ꎮ 西面是绕城而过的晋江ꎬ东面是洛阳江(这条江近海处极宽ꎬ被称为

洛阳江内海)ꎬ南面临泉州湾ꎬ巨大的清源山挡在泉州北面ꎮ 丰沛的水系加上

泉州所处地理位置ꎬ使其东面可以衔接日本贸易ꎬ西面可以连接阿拉伯商船ꎬ
可以说是海洋贸易的理想场所ꎮ 然而ꎬ以中国漫长的海岸线ꎬ历史上在沿海

地区并非只有泉州具有这些优势ꎬ为何到了元朝仅仅保留泉州作为海上贸易

的最大港口ꎬ这需要在历史和地理方面寻找原因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ꎬ海洋基本被理解为边界ꎬ曾经认为陆地周围有四海ꎬ

因此也常以“四海之内”称呼中国ꎬ“天涯海角”更是将海洋描述为陆地尽头ꎬ
这里的“涯”实际上就具有水的意思ꎬ而不是山崖的意思ꎮ 在这种观念中ꎬ也
有“海内存知己ꎬ天涯若比邻”的美好比喻ꎮ 然而ꎬ在历史现实中ꎬ中国对待海

洋上航行而来的“西洋人”ꎬ自古以来就具有天然的担忧和防范心理ꎮ “海上

丝绸之路”上的商人ꎬ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武装实力ꎬ曾经与沿海官府和居民爆

发很多冲突ꎮ 既要依赖于“海上丝绸之路”ꎬ又能够克服潜在风险ꎬ这个看似

矛盾的问题ꎬ必然需要得到解决ꎬ这实际上决定了泉州更加适合作为“海上丝

绸之路”的港口ꎮ
虽然现在经常统称东南沿海ꎬ但实际上广东、福建和浙江在地形地貌上

存在根本区别ꎮ 浙江地处长江下游ꎬ长江冲击而形成的绿洲自然条件优越ꎬ
自宋代人口南迁之后ꎬ始终是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ꎬ并且临近海洋有丰沛的

水系和肥沃的土壤ꎬ无论是从事农耕ꎬ或是商品生产ꎬ都具有天然的地理优

势ꎮ 广东在沿海地带有东西向宽阔的陆地ꎬ南北方向的平原纵深也较为充

分ꎬ粤北地区经济也较为活跃ꎬ在港口条件优越的情况下ꎬ有利于就地开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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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贸易ꎮ 福建则不同ꎬ高山与海洋之间的平原规模很小ꎬ虽然沿海岸东西

向有一个狭长的平原地带ꎬ但南北向纵深不够ꎬ人口主要聚集在沿海一带ꎬ因
此“闽南”一词耳熟能详ꎬ而“闽北”却很少有人提及ꎬ实际上福建北部主要是

崇山峻岭ꎬ一直绵延至江西境内ꎬ很少有大块的平原地带ꎮ 因此ꎬ福建主要城

市都集中在沿海一线ꎬ福州、泉州、厦门都是如此ꎮ 这其中ꎬ厦门属于典型的

岛屿ꎬ郑成功当年就是在其海岸边上操练水军ꎬ最终收复台湾ꎮ 这不仅是因

为厦门向海洋延伸更多等缘故ꎬ也有一个原因是厦门相对独立ꎬ有利于武装

力量机动发展ꎮ 然而若论通商来说ꎬ厦门在当时却极为不利ꎬ因为其缺乏与

陆地相连的通道ꎬ更为重要的是ꎬ岛屿的特点决定了在面临来自海洋方向的

攻击时ꎬ这里容易被外来势力占领ꎮ 与之相比ꎬ泉州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

特别适合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ꎮ 这里既有巨大的泉州湾可供船舶停

靠ꎬ也有晋江水系衔接海洋ꎮ 当然ꎬ这并非泉州的独特优势ꎬ这种地貌在福建

沿海地带并不少见ꎬ福州、莆田等地也具有这些条件ꎬ甚至港口和河流条件要

好于泉州ꎮ 与之相比ꎬ泉州最为优越的地方在于既属于陆地ꎬ同时又具有较

好的防御性ꎬ当然这种防御性并非是针对海洋的防御ꎬ而是在泉州特殊的地

形条件下ꎬ北部的山、东面的内海、西面的晋江、南面的台湾海峡所形成的合

围ꎬ实际上可以将外来文化和宗教控制在中原王朝所能接受的尽量小范围

内ꎮ 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是多港口模式ꎬ而到元代

则只保留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ꎬ实际上其中具有防御理念ꎮ 这样

做ꎬ一是由于中国缺少强大的海军力量来保卫沿海一带ꎻ二是自古以来的海

洋边界观念ꎬ对海洋有天然的防范之心ꎬ并且形成了浓厚的“海防”思维模式ꎮ
这些因素汇集到一起ꎬ就显现泉州的特殊之处ꎬ是一个可以同时实现“商”与
“防”的港口城市ꎮ

然而ꎬ无论是将海港收缩到仅有泉州的小范围ꎬ还是明清时期所实行的

“海禁”ꎬ最终封建王朝还是没有躲过来自海洋的侵略ꎮ 两次鸦片战争都源起

于沿海一带ꎬ只不过侵略者不再是常年防范的阿拉伯人ꎬ而是通过海上霸权

控制世界的欧洲人ꎮ １８６９ 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立即被英国控制ꎬ使得其对中

国、印度、东南亚的侵略变得更加频繁和直接ꎮ 一条条“海上丝绸之路”商船

最终被一艘艘敌国舰队所代替ꎬ这其中的教训发人深省ꎮ
“海上丝绸之路”在泉州留下了足够多的历史印记ꎬ也使泉州拥有很多外

来宗教古迹ꎮ 北面的清源山上ꎬ既有道教的老君像ꎬ也有佛像ꎬ还有伊斯兰圣

墓ꎬ城市中更是汇集了佛教开元寺、基督教泉南堂、伊斯兰清净寺等古迹ꎮ 如

此多的宗教能够在这里绵延ꎬ得益于较为浓厚的民间信仰氛围ꎮ 古时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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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面对气势宏大的山岭容易产生敬畏之心ꎬ所以经常有“山里面住着神仙”的
故事ꎮ 与之相比ꎬ面对海洋的居民更容易产生宗教思想ꎬ既由于蒙昧ꎬ也源自

于恐惧ꎮ 当人们没有认识到海洋的实质时ꎬ常将海洋看作陆地尽头ꎬ自然会

依赖于可以解释各种现象的宗教ꎮ “海上丝绸之路”使人们认识到“海的那

头还有陆地”这个基本常识之后ꎬ宗教也没有失去活力ꎮ 这源自人们对海洋

的恐惧ꎬ无论是近海捕捞ꎬ还是扬帆远航ꎬ无时无刻不考验着人的意志和勇

气ꎬ出于对大风大浪和极端天气等的恐惧ꎬ宗教在沿海得以常年存续也就不

难理解了ꎮ 阿拉伯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给泉州带来了伊斯兰教ꎮ １００９ 年

修建的清净寺如今依然保存完好ꎬ寺中壁龛经文仍然清晰可见ꎬ其中一块石

壁上这样写着:“难道你不知道吗? 船舶在海中带着真主的恩惠而航行ꎬ以便

使他指示你们他的一部分迹象ꎬ对于每个坚忍的、感谢的人ꎬ此中确有许多迹

象ꎮ”这是«古兰经»中鲁格曼先贤教育后人的话语ꎬ恰恰也是通过“海上丝绸

之路”传到泉州最为经典的语句ꎮ 千百年来ꎬ清净寺恰如其名地保持着原来的

面貌ꎬ伊斯兰教在泉州却已经不再兴盛ꎬ反而是不远处一座关岳庙香火缭绕、信
众云集ꎮ 这座原本祀关公的庙堂ꎬ在 ２０ 世纪初开始祀岳武穆ꎬ想必是当西方侵

略者从海上来到中国时ꎬ人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抗击外敌的重要性了ꎮ
最后ꎬ需要考究一下“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一词ꎬ如今在泉州已经世人

皆知ꎬ实际上应当称之为“终点”或是“端点”更加恰当ꎮ 这是因为ꎬ历代封建

王朝除了明永乐年间朱棣派郑和七下西洋外ꎬ其余朝代很少委派船队出海ꎮ
郑和也没有进行贸易ꎬ而是进行国际馈赠和礼仪往来ꎮ 历史上ꎬ中国对待“海
上丝绸之路”的态度ꎬ大多是被动接受ꎬ其中还有防范之心ꎮ 因此ꎬ既然不是

船队出发的港口ꎬ那么无论是早些时候的广州、宁波等港口ꎬ还是元代的泉

州ꎬ都不应称之为“起点”ꎮ 否则ꎬ不仅容易产生错觉和误读ꎬ“海上丝绸之

路”“来易来、去难去”的真实状态和历史教训也很容易被忽略和漠视ꎮ

三　 当代价值和启示

历史上ꎬ中国先有陆上“丝绸之路”ꎬ再有“海上丝绸之路”ꎬ前者相对主

动ꎬ但时断时续ꎬ后者相对被动ꎬ却影响极为深远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中国北面

中苏交恶ꎬ南面美国又在海上部署攻势ꎬ基于对帝国主义再次发动侵略战争

的判断ꎬ中国工业基地曾经一度远离海洋和陆地ꎬ向西南四川盆地、云贵高原

方向发展ꎬ甚至秉持“能上山的要上山ꎬ能进洞的要进洞”的理念ꎬ即所谓“三
线建设”ꎮ 此时ꎬ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沿途ꎬ还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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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都是战略防御的重点ꎬ对外贸易无从提起ꎮ 当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将是

世界主题之后ꎬ中国作为一个陆海国家ꎬ地理优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才开始

逐渐体现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在陆地和海洋两个选项中ꎬ对于发展外向型经济ꎬ
中国首先选择的是海洋ꎬ而且相对主动ꎬ陆上对外开放则有些迟缓ꎬ也相对被

动ꎮ 有趣的是ꎬ当代这些特点与历史上的特点截然相反ꎮ 因此ꎬ在讨论当代

价值和启示时ꎬ应首先从海洋贸易开始ꎮ
恩格斯曾经说过:“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ꎬ相反地ꎬ应当努力去理解它

们的原因ꎬ以及他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①ꎮ 这里提到的“历
史事件”ꎬ实际上就是俾斯麦为建立“小德意志”所策动的“德奥战争”ꎮ 在当

时看来这是一场“德意志内战”ꎬ但客观上也有利于德意志排斥奥地利而走向

统一ꎮ 当然ꎬ恩格斯所指的“原因”和“后果”ꎬ主要批判当时德国的封建君主

制度被再次巩固ꎬ而不是单纯指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ꎮ 同样的道理ꎬ在中国

封建王朝屡次遭遇阿拉伯人的海上侵略ꎬ又手足无措、无力反击时ꎬ自然会想

到“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ꎮ 理解“原因”之后的办法就是尽量将“海上丝

绸之路”与中国大陆的联系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元朝将港口限制在泉州ꎬ明
清则直接选择了“海禁”ꎬ其实就是“闭关自守”ꎮ 但是ꎬ对于历史“还远远没

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ꎬ历代封建王朝都没有预料到ꎬ今天这个后果已经被

世人熟知ꎬ就是鸦片战争之后ꎬ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ꎮ 回首清朝往

事ꎬ自康熙(１６６１ ~ １７２１ 年)经雍正(１７２２ ~ １７３４ 年)至乾隆(１７３５ ~ １７９６ 年)
的 １３０ 多年ꎬ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ꎬ史称康乾盛世ꎬ然而也正

是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下降ꎬ从一个洋洋得意的天朝大国

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②ꎮ 毫无疑问ꎬ重提这段历史ꎬ是在世

纪之交中国对外开放已经取得明显效果、面对全球化浪潮的机遇和挑战时ꎬ
着重强调忧患意识ꎮ

应当说ꎬ除了教训之外ꎬ“海上丝绸之路”也给中国带来很多宝贵经验ꎮ

—１６—

①

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ꎬ«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 ２１ 卷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２ 年版ꎬ第 ２３６ 页ꎮ １８４９ 年在对«新莱茵报»(１８４８ 年 ６ 月 １
日 ~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莫名”审判中ꎬ总编辑马克思、编辑恩格斯和发行人科尔夫被控

煽动叛乱ꎬ其中马克思在辩护词中所谈观点ꎬ后被汇集为一本小册子ꎬ此文就是恩格斯为

该书所做序言ꎮ
«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１７、１８ 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ꎬ

«学习时报»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ꎮ 此文在当时引起政府、学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ꎬ当时«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纷纷报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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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体现在航海技术以及海洋文化的传播上ꎬ还体现在逐渐培养出面对海

洋的拼搏精神和勇气ꎮ 例如ꎬ泉州如今虽然不再以港口而辉煌ꎬ但历史上“海
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敦促人们向海洋发展和挺进ꎬ现如今泉州已经是享誉国

内外的“侨乡”ꎬ像“华侨大学”、“华侨大厦”这些名字ꎬ无不昭示着当年华侨

曾经的艰辛和奋斗以及与这座城市不可分割的联系和情谊ꎮ 此外ꎬ中国在对

外开放之初选择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作为特区ꎬ这些城市都曾经在“海上

丝绸之路”中积累了丰富经验ꎮ 当然ꎬ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试点开放时ꎬ选择广

东、福建省内较小城市进行试点ꎬ本身也说明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的小心和谨

慎ꎮ 而有着“东方巴黎”美誉、如今已经是中国第一大港口城市的上海ꎬ内有

黄浦江沿岸码头ꎬ又连接长江入海口ꎬ却并没有被列入首批开放城市ꎬ这其中

所体现出来的仍然是开放初期的谨慎ꎮ 邓小平在 １９９２ 年年初曾经说过:“回
过头看ꎬ我的一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ꎮ 要不然ꎬ现在

长江三角洲ꎬ整个长江流域ꎬ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ꎬ都会不一样”①ꎮ 当

然ꎬ这样坚定而坦率的态度ꎬ加快了上海浦东对外开放ꎮ 稍晚的开放窗口并

没有耽误上海的发展ꎬ反而使上海在选择和定位方面更加游刃有余ꎬ并逐渐

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ꎬ而不仅仅是国际贸易中心ꎮ
当前ꎬ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实际

上是对过去 ３０ 多年沿海开放的深化和提高ꎬ这种状态与历史上的“海上丝绸

之路”完全不同ꎬ“来易来、去难去”则表现为另外一种深层次含义ꎮ 具体说

在投资方面ꎬ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以优惠政策施行招商引资ꎬ对中国填补“储
蓄、外汇两缺口”起着积极作用ꎬ然而在中国积累了足够多的外汇储备之后ꎬ国
内企业“走出去”却屡屡碰壁ꎬ实际上有些国家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存在担忧ꎻ
而在对外贸易方面ꎬ也面临着来自国外的误解ꎬ如美国提出的人民币低估、欧洲

提出的市场机制不规范、东南亚等国家担心中国对其施行贸易倾销等ꎮ 似乎中

国无论历史上生产力羸弱ꎬ还是现在经济实力强大ꎬ在海外投资和贸易中都会

遭遇困难ꎮ 其实ꎬ这也很容易理解ꎬ如同历史上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的防范

态度一样ꎬ世界其他国家也会对中国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存在担忧和顾虑ꎮ 现

在海洋贸易已经不再由军事实力所左右ꎬ而是更多地依靠经济实力ꎮ 而中国所

处的地位ꎬ实际上就是从过去的被动一方走到了今天的主动一方ꎮ
如果说“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多年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战略ꎬ那么在

—２６—

① 邓小平:«在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ꎬ«邓小平文选»第 ３ 卷ꎬ人
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ꎬ第 ３７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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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贸易方面ꎬ“丝绸之路经济带”则更具有突破性特点ꎬ因为改革开放 ３０ 多

年来ꎬ中国在陆地贸易方面的规模和质量尚未发挥出一个陆海复合国家所应

有的优势ꎮ 在中国启动对外开放时ꎬ西北和东北地区的陆地贸易已经初现端

倪ꎮ 与历史上“丝绸之路”不同的是ꎬ当时繁荣的南部线路已经不再重要ꎬ那
时中亚地区繁荣地带主要在锡尔河与阿姆河的两河流域之间ꎬ也就是以今天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汗为中心的中亚腹地ꎬ因此无论是张骞通西域ꎬ还是玄

奘西行ꎬ走的都是“丝绸之路”南线ꎮ 而近现代以来ꎬ俄国建设西伯利亚大铁

路ꎬ加上第二亚欧大陆桥贯通ꎬ丝路南线早已变得相对冷清ꎮ
在苏联时期ꎬ中亚的交通线路基本被定位于南北方向ꎬ即苏联经阿富汗、巴

基斯坦向印度洋挺进的交通走廊ꎬ而东西走向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被扼

住ꎬ中苏关系破裂后更是竖起了一道“绝对有形的”贸易壁垒ꎬ因此ꎬ中国对外开

放并没有真正给西北地区带来太多机遇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中国对外开放

时ꎬ东北和西北两端实际上都是苏联领土ꎬ开展的也仅仅是边境贸易ꎬ而不能算

是大规模国际贸易ꎮ １９８７ 年ꎬ国务院决定从 １９８８ 年开始在新疆乌鲁木齐、石河

子、伊犁等 ９ 个城市推行对外开放优惠政策ꎬ修复北疆乌苏—阿拉山口铁路ꎬ
１９９０ 年兰新铁路延伸至阿拉山口ꎮ 苏联解体后ꎬ中国与中亚国家建立外交关

系ꎬ其中与哈萨克斯坦双边经贸合作发展较快ꎬ但当时主要依靠人员流动带动

贸易往来ꎮ 由于当时商贸活动主要依靠旅游签证ꎬ因此ꎬ哈萨克斯坦学者形象

地称之为“旅游购物推动商贸关系”①ꎮ １９９９ 年ꎬ西部大开发为中国西部地区带

来了新的机遇ꎬ然而由于市场空间有限、技术基础薄弱、交通运输瓶颈等因素ꎬ
西部地区发展速度仍然明显落后于东南沿海ꎮ 例如ꎬ尽管新疆与甘肃边界相

交ꎬ从今天甘肃与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也叫“口子”ꎬ因此现在新疆也常以“口
里”泛指内地ꎬ就像东北以“关里”称呼山海关以南地区一样)向东到达兰州直

线距离大约 １ ２００ 公里ꎬ向西到达乌鲁木齐将近 ７５０ 公里ꎬ其间偶有小城市ꎬ大
多是戈壁滩ꎬ产业聚集和空间经济很难在这里形成ꎮ 因此ꎬ以对外开放带动西

部地区发展ꎬ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西部地区经济联系更加紧密ꎬ是一项刻

不容缓的艰巨任务ꎮ 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ꎬ对于国内沿途省份的意

义恰在于此ꎮ
历史上“丝绸之路”“分易分、聚难聚”ꎬ其中原因在于落后的交通技术以

—３６—

① К Л Сыроежкин Казахстан－Китай:от пригранич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к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у
партнёрству Алматы: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К ２０１０ С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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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持续的武装争斗ꎬ这些客观制约因素如今在国内线路中早已不复存在ꎮ 但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境外线路中ꎬ却仍然会面临一些难题ꎮ 这是因为ꎬ古代

“丝绸之路”虽然路途艰辛ꎬ但商贸往来的商品具有刚性ꎬ实际上是互通有无ꎬ
而不存在竞争关系ꎮ 例如ꎬ丝绸只有中国能生产ꎬ因此不仅可以卖到高价格ꎬ
而且不会遭到欧洲和中亚市场的排斥ꎮ 而现代“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经贸

往来ꎬ是在绝对优势、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等条件下所开展的国际贸易ꎬ这其

中存在着出口商品对进口国市场和产业的影响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要

经过很多主权国家ꎬ这些国家经济特点、产业结构、地理位置又千差万别ꎬ中
国战略在推行中必然面临诸多困难ꎮ 就以最接近中国西北地区的中亚国家

来说ꎬ尽管中国与其已经建立了双边合作伙伴关系ꎬ但“原材料附庸论”、“中
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等观点仍时有发声ꎮ 并且ꎬ即使在铁路运输效率

不断提高的今天ꎬ陆地运输成本仍然明显高于海洋运输ꎮ 这意味着在“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中ꎬ必须尽快提高基础设施水平ꎬ以降低运输成本ꎬ中国提

倡建立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的目的就在于此ꎮ
从经济视角分析ꎬ“丝绸之路”无论在历史上ꎬ还是在当代ꎬ都与“海上丝

绸之路”具有替代关系ꎬ即哪种运输方式更便捷、更安全、更有效ꎬ直接决定了

海洋与陆地之间的选择ꎮ 但在中国战略层面ꎬ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应当相互支撑ꎬ在波罗的海、地中海、阿拉伯海、波斯湾、
孟加拉湾等重要海域交汇ꎬ陆地运输通道打通后ꎬ至少可以显著缓解“马六甲

困局”对中国的战略制约①ꎮ 显然ꎬ当前的“一带一路”战略已经远远超越了

“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和文明传播等意义ꎬ并且被赋予

了全新历史条件下的重要战略内涵ꎬ既是中国多年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

的应然选择ꎬ也是迎接全球化和地区化双重挑战的必由之路ꎮ
历史上ꎬ“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搭建了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和纽带ꎬ

也给中华文明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沉淀ꎬ更给当代积累了深厚的宝贵经验ꎮ
现如今ꎬ满怀雄心壮志的“一带一路”战略已经取得了初步经济效果ꎬ而作为国

家一项重要发展战略ꎬ未来既需要世界的理解和支持ꎬ也需要沿途国家务实合

作、通力配合、寻求共赢ꎬ否则只能是“本应属于你的心ꎬ它依然护紧我胸口”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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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志远:«“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背景、空间延伸与战略内涵»ꎬ«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