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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既有高潮，也有相对低潮，有

不同的大宗贸易产品主流，如丝绸、茶叶、瓷器、香料

等，有不同时段的贸易人群组合，也有官方与民间之

分，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过。一直到清末民初茶叶贸

易和生丝贸易依然兴旺，“二战”发生之后中断，计划

经济年代里难以复苏，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使她重放光

彩，再次造福世界。“一带一路”在短时间里产生了巨

大的国际影响力，不仅仅是因为丝路历史辉煌以及未

来将带给各国各地区的诱人的发展前景，更是由于丝

路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特征。历史特征主要是贸易的

对称性和平等性、文化与发展的包容性、丝路贸易的

和平性。现实特征则是共建、共享、合作内涵的延展

性、丝路联通的通透性，以及经济和文化硬软实力交

相融汇的浑然一体性。

丝绸之路的三个历史特征

丝绸之路具有三个明显的历史特征。一是贸易

的对称性和平等性，二是文化与贸易发展的包容性，

三是丝路贸易的和平性。

贸易的对称性

是总体对称和文明价值的对称

历史上的陆路贸易和海路贸易都具有转手和中转

的特点，贸易中心的两端，在汉代主要是长安和西罗

马，在隋唐则是长安和东罗马即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

在元代是大都与大不里士。两端也有经济沟通来往，

但多数时候是通过中间环节实现的。在汉代是中亚的

古粟特商人和南亚的古印度商人，隋唐以后是阿拉伯

商人。海上丝路贸易则主要是阿拉伯商船开创的厄立

特里亚贸易也即印度洋沿岸贸易，并具有海陆相接的

特点。明代的郑和航海达到了古代海上贸易的顶峰。

郑和航海的落幕并不是中国航海贸易的落幕，而

仅仅意味着大规模的官方贸易告一段落，民间贸易还

在继续，这就是福建商人开创的“下南洋”和“马尼拉—

盖普贸易”。这个“马尼拉—盖普贸易”一直到西方列

强打开对华“五口通商”才逐渐式微，但同样没有完全

停顿。在陆路丝路贸易和海上中转贸易中，两端并没

有从丝绸贸易活动中得到直接巨大的经济利益，贸易

产生的超级利润几乎全被流通环节拿去，但不能由此

低估丝路贸易带来的直接的、间接的经济拉动效应。

在中国汉唐，长安城与罗马、君士坦丁堡是世界

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这与丝路贸易尤其是丝绸贸易

的频繁发生有着直接的关系。罗马帝国商业传统和

商业机制相对成熟，只是苦于找不到足以对冲的商

品，只能拿出大量的黄金，不得不处于长期出超状态，

以致国库空虚国力降低。但对汉代特别是唐王朝统

治下的中国来讲，商品交换的因素并没有对经济基础

产生冲击性的变化，而依旧以农业立国，依旧在农民

上缴赋税和农民担负沉重徭役的基础上维持帝国的

统治。假设盛唐一代当时能够认识并抓住丝路贸易

的机遇，历史就会重写。因此，即使那时已经出现了

以广州和东部城市为起点的海上丝路贸易，向东抵日

本，向南到东南亚、南亚和向西走向阿拉伯世界，并没

有对中国的经济制度产生影响，也没有产生多少影响

社会变革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内生因素，倒是出现了长

安、扬州、凉州一线城市畸形的繁华，但这边是轻裘肥

马胡姬酒，那边却是“雪拥蓝关马不前”，而这也是许

多经济历史学者已经看到的，在中国历史的中后期已

经产生了那么多的商业因素，却没有发生向“资本主

义”过渡的历史原因之一。

但是，丝绸之路毕竟打开了通向外域的广阔天

地，造就了一代繁华，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跨国

人流、物流、信息流和文化流，并推动了古代经济产业

的某种分化，促进了古代商业城市的发育，完善了以

绿洲经济为特征的一系列跨国贸易城镇的影响深远

的布局。这些城市有的后来衰落了，有的依然是现今

的商业和商品交流重镇，前者如已经消失了的楼兰、

中亚的图兰、马雷和西亚的泰西封等，甚至还有中国

的敦煌和古凉州武威；后者如扬州、洛阳、西安、伊犁、

喀什，中亚和西亚的撒马尔罕、赫拉特、伊斯法罕、巴

格达、大马士革和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以及罗马等。这

都是拜丝路所赐的欧亚古代城市格局的布局与滥觞，

都是早期商品贸易发展奠定的重要基石。

古长安以丝绸交易为代表的丝路贸易，既有规

模，也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在唐代，有形市场分为

东市和西市，东市相当于当时的内需市场，并以上层

人士消费为主，西市却有外需市场的一些特征，设有

六品长官管理的“市署”和七品级的“平准署”，前者负

责物价、度量、质量、交易时间和禁止非法交易方面的

管理。西市具有很大的开放性，“胡商”云集，在唐太

宗时期，东突厥内附，长安一次迁入突厥人口近万家，

占长安万年县人口的近 1/10。这些内附的居民已经

融入长安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经历“安史之乱”后

也“安居不欲归”。

长安居民来源多元，宗教信仰多元，除佛道之外，

基督教的教派景教和摩尼教、拜火教都有自己的活动

场所。在广州常住的阿拉伯民族的人口约 20 万人，这

在古代是一个很大的比例。长安和广州不仅是丝绸

交易的国际市场，瓷器和茶叶也先后在这里集散，西

亚的香料、珠宝和中亚传来的原生农产品也在这里流

转，因此长安西市居然有“百二十”行的说法。“行头”

“牙子”“估客”“居停主人”“肆长”这样的贸易服务行

业出现了，“质库”“金店”“柜房”乃至类似后代票据的

“飞钱”的“金融服务”出现了，类似货栈的“邸店”“波

斯店”“波斯邸”也出现了。

据有关史料转引的唐代人韦述的《东西京记》记

载，西市在隋代叫“利民市”，是“置都立市，至是时百

余年矣”，后来避李世民讳，改称“利人市”和“金市”。

后朱温代唐，西市尽毁，到了元代，长安西市只剩“故

市坡”的地名。西市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文化交流中

心和时尚娱乐中心，生活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因此也

是彼时的商贾与文人游玩的去处。李白的《少年行》，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渡春风。落花踏尽游何

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直接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生活。

唐代西市的遗址已被探掘并经考古确认，一些街

道和桥梁、排水沟也在商业文化层里陆续被发现。陕

西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在建设古西市博物馆，就地保护

遗存的同时，开发了一个古丝路商业文化再现的成功

项目“大唐西市”，再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贸易

中心和支撑丝绸之路贸易走向繁荣的枢纽市场的历

史风貌。隋唐时代规定，凡交易必入市，为的是管理

与征税，这也是中国古代有形市场包括农村集市的源

头。东市和西市贸易制度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市场

的一般设置格局，《木兰辞》里“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

鞯”的描述，也反映了古代市场分工的一般情况。唐

代东市是国内市场，或者说是与宫廷官员消费有关的

高级市场，西市则是大众化的国际市场。那时的丝绸

品类众多，锦、绣、绫、绮、罗、绢、缬、绸等，可以作为货

币流通。这与砖茶曾经作为货币单位参与交换活动

的道理是一样的。

丝路贸易直接影响到商业经营人才的养成和跨

国商业活动的形成，中国历史上有一批商业人才，如

汉代的卓文君父女、巴寡妇清，唐代的大贾窦 、宋

清，还有入籍长安由“兴贩”而家资巨富“比王侯”的粟

特史氏大贾，这都是司马迁《史记》里和唐代文学家柳

宗元、韩愈、温庭筠笔下的人物。粟特在今乌兹别克

斯坦沙赫里夏勃兹地区，粟特“昭武九姓”有不少融入

中国姓氏。粟特商人群体和后来的阿拉伯商人群体，

长期从事国际丝路中转贸易，都是丝绸之路贸易成就

的一代商业人才。

在丝绸之路的舞台上，中国扮演着商品“批发集

散”和东方市场管理者的角色，同时也是那时候的高

档商品制造业大国，是那时候的“世界工厂”，处在技

术的高端又处在贸易产业链的低端。从一开始就是

投入付出大于收益，贡献大于所得，而这种“不对称”

或者说“双峰驼式”的曲线收益贸易，也是历史形成

的一幕。在未来可见的时间里，丝绸之路和丝绸之

路经济带必然会成为货物与服务商品、技术商品和

资本密集流转的通道，由于经济带里双边与多边稳

定的长期经济合作，也由于流通技术手段也即基础

设施的提升与完善，对称贸易成为新丝路贸易新的

特征。新丝路贸易有着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的广泛丰

富的内涵，也有着平等互利的各种协议与共同规则，

平等贸易经济互补既是新丝路贸易的基本准则，也

是丝路沿线国家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比较利益中的

综合平衡，新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具有

更大的可持续性。

海上丝路其实也具有从不对称贸易到对称贸易的

历史特征。在中国宋、元前后，阿拉伯商人主导的厄里

特利亚中转贸易虽然也具有不对称性，但后来的“马尼

拉—盖普贸易”是中国福建商人入超，西方商人出超，

但西方用来交换的白银是从新大陆廉价得来的，因此

从成本上还是总体平衡的。但在海上列强殖民时期，

贸易的不对称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掠夺性的贸易与

征服性的战争如影随形，不胜枚举，以致形成一些西方

贸易大国在近代出现的贸易的变异基因，留下了难以

根除的思维惯性。比如，他们把“鸦片战争”视为“白银

战争”，认为是中国在茶叶贸易中白银入超引起的，这

是一种完全的强词夺理。在银本位时代，白银就是国

际贸易中用来支付的“硬通货”，除了用它来计算交换

价值，难道还有用毒品为单位进行计算的道理？殖民

经济的终结，迎来了真正的经济全球化而不是他们曾

经想谋取的“全球化”，平等贸易开始成为一种可能与

现实，对称贸易成为主要的取向和新的贸易特征，也成

为“一带一路”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重要特点。

文化与贸易发展的包容性

丝路贸易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包容性是丝路贸易

的又一个历史特征。古代丝路贸易连接的是古代几

大文明圈，最直接的是中国的华夏文明、印度的印度

河文明、西亚的两河文明、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和希

腊文明、罗马文明，此外还有中亚文明和东南亚、东北

亚文明和刚刚从蛮族状态摆脱出来的西欧北欧文明

等。有趣的是，除了埃及，多数文明都有自己的流向

一致的两河发展舞台，如中国的黄河与长江；南亚的

印度河与恒河；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甚至欧洲的

多瑙河、第聂伯河、伏尔加河和顿河等。这其实说明，

陆上的陆路贸易和水路贸易是循着那时的水陆通道

展开的，水路和陆路通道相互连接，而彼时的各色水

旱码头往往是较为繁华的商业城市的贸易坐标，不同

肤色和不同文明背景的商者在这里集散和交易，构成

了有声有色的丝路贸易图。

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丝绸之路发展到了鼎盛时

期，引得赫赫有名的威尼斯商人都要冒险东来，父辈

来了不过瘾，儿子随父二次来华追寻丝路的源头。透

过丝路巨大的商业吸引力，人们看到的是多民族的交

易图和多文明的交流图。正像参阅了 6 种语言资料

并亲自重走了马可·波罗当年走过的路线，写出几十

年来有关马可·波罗话题最完美的作品并还原了马

可游记真实性的美国传记作家贝尔格林所言，马可

的行程“完全超越了时空界限。沿着位于遥远的帕

米尔高原边际的丝绸之路”，“来到一个原始的世界，

那里他接触到一些似乎还停留在史前时期，没有任

何发展变化的人和社会。但到了中国，历史似乎推

进了数百年，马可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有着先进技术

和文化的理想社会”。“马可到过很多很多这样的地

方，虽然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专门从事织物、宝

石、香料贸易的商人，但实际上，他可以算得上是文

艺复兴前乃至以后一段时期内，传播世界各民族文

化与知识的使者。他通过对自己经历的记述引领东

西方不断向未来迈进。”“马可·波罗心目中的未来要

通过人们的不断旅行、永不中断的贸易往来以及使

用多种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来实现，而不应该像在

中世纪那样彼此隔绝。在这个世界里，基督徒可以

和穆斯林、佛教徒以及任何一个掌握贸易要领的人

做生意。在这个世界里，即便是强大统一的元朝政

府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进行接触和融合，也

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人类理想。”“作为商人，马可认为

商业贸易是各国交往的核心内容，它能超越不同政治

制度和宗教信仰的限制。”

那么，为什么另一个美国作家在 1995 年要否认马

可的存在呢？问题不在于几个存疑的细节，而是因为

马可·波罗是第一个站在东方立场、带有东方文化思

维、从东方的视角叙述东方繁荣的西方人。西方反对

文化歧视，但对一些人来说是有限度的，你弱，他会发

出居高临下的几声怜悯，但如果你曾经和现在的他一

样强，就是非偷即盗。那么，对于这个有美化东方之

嫌、在外漂泊 24 年连家乡话都说不好的游子，最好的

办法是把他说成是“骗子”和“百万先生”。这就是某

些人的道德与评价底线。

从古代商业链发育的角度考量，丝绸之路对世界

文明发展的贡献更加无法计算。就以丝绸这个具体

的产品和商品来讲，大约在唐代早期，已经传到小亚

半岛，伊斯坦布尔东南 200 公里处至今还有一座又名

“丝绸城”的古城布尔萨，那里是中国古代丝绸西传的

重要节点，也是小亚和欧洲最早引进技术生产丝绸的

地方和养蚕缫丝织造丝绸的“高技术”西传的节点。

另外，诸如烧瓷制茶等技术同样也有传播的节点城

市。当人们走进这些城市，回顾这段横跨亚欧的丝绸

贸易历史，无论是当时的西方还是东方，在最大限度

满足贸易需求和推动物流和人文的交流中，最终惠及

的都是生活在不同文明之中的制造者与消费者。在

这一点上，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什么区别。

习近平主席在 2014 年 6 月初举行的阿拉伯合作

论坛上，曾经提出了丝路精神。什么是丝路精神？从

丝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发展看，至少要有几个统一的

概念，那就是：和平协商的精神，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

精神，包容互鉴的精神，自由贸易的精神，互惠互利的

精神，贸易投资便利深度合作的精神。在这诸多的精

神里，包容是最基本的，也就是一切文明传统都是平

等的、有价值的，一切国家都有基于自身传统和国情

的发展模式，一切经济合作都要遵循平等交换的商业

规律、市场规律。包容发展是中国文化传统，也是一

种丝路文化，体现了文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

商业运行规律的重要内涵与前提。

事实上，丝路贸易从来都是多元主导，共同参与

共同受惠的，恰如邻里街坊门前的大路，共同拥有、共

同行走，是共同的资产。丝路贸易也是互动的、开放

的，在历史的丝绸之路上，不会排斥谁，也没有偏重

谁，一切在自由交换的贸易中发生。这一点过去一直

没有变化，现在也不会变化。包容合作其实也是各国

经济合作的规律。凡是按着这个规律运行和运转的，

贸易道路就会畅通。新丝路的运转一如往昔，一切都

会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的引力场中发生，不仅

是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可以紧密合作，不同体

制和治理模式的经济体也都可以进行紧密的贸易投

资和经济合作。习近平主席说，志同道合是伙伴，求

同存异也是伙伴。这一思路深得丝路合作的精髓。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宽广之路，足以也应当容得下

各种共同市场、各个大大小小的经济圈，无论是欧盟

国家还是“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无论是东盟国

家还是新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都是丝绸之路

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的一员。海上丝路建设合作

之路也跨越了辽阔的海洋，走向非洲，走向拉美。在

这一点上，海权论的创立者马汉是令人起敬的，他的

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海洋和航线是一种公共产品。

丝路贸易的和平性

包容是由文化发展规律决定的，和平竞争是由商

业规律决定的，在古代丝路贸易中，确有时而畅通时

而闭锁的历史现象，但这不能作为丝路贸易不稳定和

难以持续的一种解读。两千多年来，丝路贸易在总体

上一直是贯通的，所不同的是，影响力程度大小不同，

贸易规模和具体走向与具体路径不同。在中国汉代，

贸易路线主要是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大南道和天山南

道，然后才出现了天山北道。在唐代，大南道没有废

弃，但贸易路线主要转向天山南道与北道。

为什么后来又会发现西南丝路和北方草原丝路

的新路线？其一，这不仅仅是应了“条条大路通罗马”

那句大实话，也说明“通罗马”的大路原本就有多条，

在多种因素下，一旦哪条路径出现了不便利，必然有

另一条路径取而代之，丝路贸易依然一派兴旺。其

二，丝路的开通，起点是中国，但又是欧亚各民族共同

的贸易通道，在丝路的不同地理方位上实现交换，必

然会出现立体交叉的丝路网络。其三，陆上丝路贸易

真正出现危机，是在 18 世纪海上“列强”大规模推动跨

洋贸易之际。在那之前，欧洲对亚洲还进行了对近东

地区的“立凡特贸易”，希望从西打通向东的“贸易”路

线，但立凡特陆路贸易最远也就到达今日的巴格达。

由于航海大发现和丝路西端陷入欧洲列强与奥斯曼

帝国的纷争，也就削弱了陆路贸易东进的势头。中世

纪十字军东征是天主教教廷与世俗封建主的联合体，

后者的目标是重新控制地中海贸易，其目标的部分实

现得益于伊斯兰内部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裂。什叶

派在埃及建立法蒂玛王朝，意大利城邦贸易再次复

苏。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夺取了君士坦丁堡，由此也与

刚刚建立的蒙古伊尔汗国建立了贸易联系。但罗马

教廷的兴奋点恐怕不在这里，他们的一个重要目的是

想寻找阿拉伯国家背后的信奉基督教的“约翰长老

国”，就像今天到处寻找“同盟国”一样。这个由于一

位妃子是基督教徒而信奉基督教的蒙古部落可汗还

真有过，是在蒙古的西部，但不久就被成吉思汗兼并

了，最终没有找到，也事属必然。在当时的情势下，面

对日益伊斯兰化的西亚蒙古贵族，欧洲封建领主是无

法直接打通通向东方的贸易道路的，但他们不会放弃

对欧亚腹地的征服。地理大发现鼓动起他们从海上

到东方寻找黄金财富的欲念，而“世界岛”和“新月形

地带”理论以及后来的“边缘地带”论，正是在那样的

背景下开始出现的。因此，陆上丝路贸易的相对衰落

是与海上殖民贸易的东来同时发生的，与陆上丝路贸

易内部结构变化关联不大。或许，一些西方史学家怀

着很深的疑虑在审视着丝绸之路的另一面，即历史上

中东、西亚包括地中海地区和中亚地区，发生过多次

战争，甚至被视为所谓“黄祸”的源头和“黄祸”的中心

舞台，并成为“十字军东征”的战争方向。在他们眼

里，要说亚洲腹地曾经是和平的，还有什么地区比那

里更不宁静？

诚然，这里是历史上多个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迁

徙的大通道，因此也是历史上多冲突地区。中亚的亚

洲十字路口的位势，决定了南北东西不同的迁徙方向

与碰撞，因此也兴起过许多匆匆而过的帝国与王朝。

从亚历山大东侵再到阿拉伯大食的东扩，从雅利安人

的西进南迁和塞人或斯基泰人部族、古月氏民族在中

亚地区的迂回迁徙以及贵霜王朝的开疆扩土，还有匈

奴、突厥与西辽耶律大石的西走，甚至是成吉思汗的

大军横扫欧亚和短暂的铁木尔帝国的称雄，无不显示

了这样一个历史状态。但是，每一次战争的起因各不

相同，多数战争也与争夺丝路没有直接的关系，与中

国的关联度更不高。成吉思汗的西征，直接的导火线

是他派向当时里海东岸的花剌子模国的庞大贸易“代

表团”成员全部被杀，虽然这个借口与后来西方列强

从海上先后攻入新大陆与亚洲地区的理由没有什么

两样，他的残酷杀戮也为后人所诟病，但成吉思汗的

战争之后，客观上彻底打通了丝路特别是草原丝路贸

易，其情其景又是马可·波罗这样的跨国商人与旅行

家所能见到的。

一般来讲，彼时的游牧民族和部族，因为经济形

态的单一与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主要依靠

对外贸易，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他们转变为商业民族

的概率很大。这个规律也适用于古代地中海的城邦

经济，他们同样需要在经济互补中求得生存权与发展

权。当贸易互补受阻或不足，劫掠与战争的概率便会

增大。中国则不然，中国在史前已经开始进入农耕的

门槛，当它与更多更大的部落联盟国家相遇时，已经

是成熟的农业国家。自给自足是它的基本经济特征，

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眼里，只有能够耕种的土地才是

财富，因此也就出现了以防卫为主的生存发展的惯性

策略，这也可以解释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版图大，

而汉族控制政权时版图相对小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为

什么中国的许多朝代都要修长城。把长城看作护卫

农耕家园核心区的内墙，至于外墙，也只能用塞障、用

烽火台形成的边防连接线去标识。这也是过去一些

望长城而生义的“老外”难以理解的。他们忘了，在他

们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之初更是城堡如林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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