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丝绸之路——沟通东西方文明

丝路上的文明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商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

沟通和交流的象征。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实用功能不同以及沿

线国家政治纠纷的影响，丝绸之路出现不同的线路。以长安为

起点，经河西走廊，越过帕米尔高原，经过中亚、西亚地区直

到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地区的贸易通道称为“西北丝绸之路”；

从四川出发，经过云南、缅甸直至印度的商道称为“西南丝绸

之路”，西北、西南统称为“陆上丝绸之路”；从我国的东北、

华北起到蒙古高原，再穿过西伯利亚森林地带的大草原最后到

咸海、里海一带，横贯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东西交通线称为

“草原丝绸之路”；从陆上西南丝绸之路以南的一段开始，经

过我国的泉州、广州等沿海港口出海，到东南亚、斯里兰卡、

印度，再通到波斯湾、红海地区的通道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



西汉时期

汉高祖时，为消除匈奴侵扰，签订和亲协议，承诺“岁奉匈奴絮

缯酒米食物各有数”，促进了中原与匈奴的物质文化交流。文、景期间

在延续和亲政策的同时，鼓励与西域各国进行贸易往来，加强了丝绸之

路上早期的文化交流。汉武帝时，改变国家战略，一方面派张骞两次出

使西域，极大地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物质文化交流，之后汉朝与西域各

国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使节和商人络绎不绝，文化交流范围也随之扩

大；另一方面派卫青、霍去病等对匈奴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战争，最后将

匈奴逼入西北偏远地区，同时设置西域都护府。反击战争扩大了汉朝疆

域，使得中原文化大规模地向原匈奴所占据的河西走廊地区扩展，同时

投降汉朝的匈奴也将自身的游牧文化向中原渗透，实现了中原文化与少

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西域都护府的设立维护了西域的安定，保障

丝绸之路的通畅，也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北方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丝绸之路上

的贸易往来，陆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在原有基础上向北向南扩展，

与此同时，立足江南的六朝政权积极发展海外关系，使海上丝

绸之路逐渐向南海、东海延伸，与波斯、南亚、大秦(东罗马)、

东南亚、朝鲜、日本等地区和国家都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往来关

系。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甘肃靖远出土的东罗马神人纹鎏金银盘、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鎏金胡瓶、陕西历史

博物馆藏灰陶载物骆驼等都是此时期东西方交流的物证之一。

陆海丝绸之路的空间扩展，扩大了文化交流的空间范围，并使

文化交流内容更加宽泛。这一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养

蚕缫丝技术传入西方，国外一些先进技术也逐渐传入中国。



隋唐时期

隋朝时期，隋炀帝亲自西巡开拓疆土，打通丝绸之路，还在张掖

举办了万国博览会，各国商人、使臣云集，使之成为一次各国文化交流

的盛典。唐朝时，继续扩大与西方交往的范围，拓宽与中西亚各国的贸

易渠道，中外文化交流达到鼎盛。来自西域的胡乐、胡舞、胡服、胡食

在中原地区特别是长安广为流行，马球、赛马、射箭等体育活动更为人

们喜爱。各地留学生、学者、游历者、传教士在此聚集，各地文化融合

于此，长安一时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最繁荣的城市。这一时期我国出土

的大量文物即是明证，如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八瓣花纹蓝琉

璃盘；甘肃秦安县出土三彩胡人牵驼俑等。唐中期，陆上丝绸之路由盛

转衰，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发展，尤其对宗教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印度教、摩尼教在这一时期从海路传入中国，

而中国的道教和民间信仰也传入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地区。



明清时期

明朝时，郑和七次下西洋，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将丝绸之路的路线进一步拉长，打通了从中国到东非的航路，

将亚、非的广阔海域连接起来，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联系

与交流。清朝时，茶马古道与西南丝绸之路相接，马帮为中原、

西南、印缅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使得楚文化、

巴蜀文化、青铜文化、佛教文化在交流中得到沉淀。英国东印

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茶叶、

丝绸、瓷器贸易，促进了中国与欧洲国家的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最初以物品交换为主，之后逐渐发展为官方的贸易通道，

物质文化交流一直是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文化交流形式。随着物质文化

交流的深入，文化交流逐渐上升到精神文化。如佛教、伊斯兰教、天主

教、景教等宗教文化通过不同的路线和途径传入中国，中国化的佛教以

及本土的儒教、道教、民间信仰也经丝绸之路向日本、朝鲜、东南亚地

区传播。唐朝时，音乐、舞蹈、文学、艺术等领域融入了大量的西方文

化元素，使精神文化交流的内容更加丰富。贸易传播：商品贸易是最深

远的文化传播，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汉朝政府为了安定匈奴，赠送丝

绸以求和平，匈奴作为少数民族对丝绸的需求远不比其他物品，所以他

们把从中原所获得的大部分丝绸运往中亚及其以西，换取所需物品，形

成了丝绸之路上早期的贸易往来。张骞出使西域后，丝绸之路正式成为

一条官方的贸易通道。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原地区与丝绸之路沿线

各国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交易的商品种类也越来越多，到唐朝时，

贸易往来达到鼎盛。

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传播



物质文化传播方式以商品贸易为主，传播路线以北方陆路丝绸之

路为主线。中国的丝绸一直是连接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直至地中

海沿岸的罗马等国家的纽带。1世纪前，罗马与中国汉朝没有直接的往

来，杨共乐经过研究指出，《后汉书》中的蒙奇兜勒即罗马属下

Macedones，是第一批由陆路到达中国的罗马人，此后罗马商人通过

海路来到中国，这是早期中国与罗马建立贸易关系的路线。魏晋南北

朝时，中国与东罗马民间往来频繁，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罗马金币和

玻璃器表明，该时期自西域东来，经由河套地区的北方丝路繁盛，经

该路线传入中国的还有中亚、西亚的装饰品。中国的养蚕制丝技术在

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为我国独有，后由远嫁的和亲公主传入西域，公元4

世纪，自西域传入波斯，公元6世纪，长期生活在中国掌握了养蚕制丝

技术的印度僧人将之传到东罗马地区，直到公元12世纪才传入意大利，

大约又过了100年后，传入西欧各国。隋唐时，中国的瓷器由于不易

输送，主要通过海路向外传播，在中亚撒马尔罕及伊朗、伊拉克、约

旦、叙利亚境内都发现了中国唐代的瓷器。季羡林在对中印文化交流

研究中指出，中国的纸和造纸术先传到西域地区，经过西北丝绸之路

传到印度。



人员往来

从西汉开始，中国历代王朝都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建立有

官方友好关系，互通使节，加强联系，如张骞出使西域、郑和

七次下西洋，让世界对中国及中华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此外，

唐朝的国子监曾接纳大批外国留学生，他们在中国学习传统文

化典籍，接受正规的中国教育，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骨干力量。

还有历史上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任职17年，期

间游历了40多个城市。他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及丝

路上的西亚、中亚等部分国家地区进行了翔实描述，使欧洲人

对中国的了解从道听途说上升到更具体的层面，同时吸引了更

多西方人来到中国，对中华文化的向外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地区长期居住着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他

们经常进行迁移，迁移过程中将不同地域的文化进行传播并与

当地文化相融合，使西域成为多文化汇聚之地。



宗教传播

宗教传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播，丝绸之路宗教文化传播的最基本特征为多宗教

并存，与不同的地域文化相互融合渗透再传播。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是最初的宗教传播

者，后来随着各国往来的密切，逐渐出现传教士、弘法僧、求法僧，穿梭于丝绸之路

沿线各国，成为宗教文化传播的使者。中国境内丝绸之路上曾出现过佛教、基督教、

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各种宗教文化，其中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最为深远，而中国的

道教、儒家文化、民间信仰、中国佛教也通过丝绸之路向外传播，但由于受中国传统

观念的影响，中国的宗教文化向外传播不够主动，主要是在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

家积极主动的态度下得以传播。

佛教、伊斯兰教、袄教、景教等都是从中亚输入并逐渐沿丝绸之路向东传播。

袄教是最早传入西域的外来宗教，据考证，传入的时间约为公元前4世纪，之后沿丝

绸之路传入内地，敦煌以东、肃州、甘州、凉州、金城到长安，都有袄教徒及拜火

祠，10世纪以后逐渐在各地消失，虽失传但某些固定的信仰习俗保留至今。印度佛

教首先为位于丝绸之路上进入中国关口位置的贵霜王朝所接受，然后传入今新疆地

区的时间尚不确定，纪元前后至1世纪传入中原汉地，传播路线是经过新疆沿南北两

道由敦煌入关。道教是中国汉族主要宗教之一，产生于东汉中叶，隋唐至宋达到鼎

盛时期，随着信仰道教的汉人在西域的活动传入西域，传入时间不确定，但可以肯

定魏晋时已在高昌和西域其他地区流行，与佛教和儒家思想相互融合。



艺术传播

乐舞艺术是丝绸之路上中外艺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

使臣往来、随公主外嫁、宗教传播的方式进行传播。如西方的乐舞，从汉至

隋唐影响极大，主要有两大乐系：印度乐系和伊兰乐系。两大乐系的乐舞由

中亚或印度传入，先在今新疆地区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乐舞，再传入内地，

称为“胡乐”“胡声”。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汉族的礼乐崩坏，甚至官方

的太常乐也杂用胡声。隋唐时胡乐成分更多，就是国家大典、庙祭的雅乐，

也杂以胡戎之伎；至于用于宴会、庆典的隋九部乐、唐十部乐中，胡乐占了

大半。其后，太常坐、立部伎均与龟兹乐、西凉乐有关。散乐百戏，即歌舞

杂技，自汉代以来，西域、天竺、罗马杂技、幻术传人中国内地，历代均有，

唐代更盛。唐代软舞、健舞中，大多源于胡乐，最为流行的是胡旋舞、胡腾

舞、拓枝舞等。上述这些乐舞形象，大多在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皿、壁画、佛

座、陶俑等文物上得以再现，如甘肃省博物馆藏鎏金铜胡腾舞俑、宁夏回族

自治区博物馆藏胡腾舞俑石刻木门等。还有流行于唐代的马球，即由波斯或

吐蕃传入。绘画、雕塑与乐舞一样，中国内地也深受印度及中亚的影响。随

着佛教的传入，致使内地寺院、石窟寺壁画、塑像带有印度健陀罗风格。唐

代京师长安有许多西域画家驰骋画坛。如今丝路沿途存留的众多石窟寺内，

保存了魏晋以来的许多壁画雕塑，再现了东西方艺术交融的光彩。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与它的开放程

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丝绸之路”作为物化的形态, 展现了我

国古代要求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的愿望。此外，“丝绸之路”

还是一条民族迁徙和融合之路，几千年来在丝路上迁徙、活

动的民族不可胜数，他们为丝路的繁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更有的民族因迁徙而与其他民族融合，形成新的民族。

“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 但其意义却远远超

过了贸易的范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

埃及、波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又把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如埃

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文

明等联系在一起, 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大动脉，

使这些文明经过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异彩，这也是我

们推进“丝绸之路复兴”的历史基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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