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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
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
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
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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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中国古代文化史话：海上丝绸之路》为丛书之一，生动介绍了丝绸之路的兴衰、海上丝绸之路
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贡献等内容。
　　《中国古代文化史话：海上丝绸之路》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
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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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丝绸之路的兴衰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三、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四、海上丝绸之路的
历史地位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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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素称丝绸之国。
自古以来，中国人通过海上和陆路，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联系，开展经济、贸易、文化等领域的
交往与合作。
提起丝绸之路，人们自然会想起张骞通西域后，那条自长安经河西走廊、今新疆、伊朗和两河流域直
抵欧洲的东西贸易通道。
如说到海上丝绸之路，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却又似曾相识。
但玉米、白薯等，就是经海上丝绸之路从国外引进来的品种。
在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曾经是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它是一条沟通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通
道。
    海上丝绸之路东起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等沿海港口，途经东南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天竺，
越印度洋、阿拉伯海，最后到达大食。
这条重要通道的开辟，不是一朝一代之功。
它始于秦汉，之后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中国与西方的海上贸易也日益繁荣，逐渐开
辟出一条与西方进行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记载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记载了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友好往来，这条海上丝绸
之路是连接我国与亚非各国的纽带，这是一条友好之路、文明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为世界文明的交流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今天世界各国人民依然怀念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非常重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发起了海上丝绸
之路考察活动。
    (一)丝绸之路及其由陆路向海上的转移    中国文明与欧、亚、非三大洲的古代文明很早就开始接触，
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但这些古文明之间的交往路线一直没有概括性的名称。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名著《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这一名称。
他对丝绸之路的经典定义是：“从公元前114年到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
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
”这个名称很快得到东西方众多学者的认同。
他之所以把丝绸之路的开通定在西汉使者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是因为张骞说他访问中亚诸国时“
其地皆无漆丝”，所以他特别强调张骞通西域的重要性。
1910年，德国史学家赫尔曼从文献角度重新考虑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在他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
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提道：“我们应该把这个名称的含义延伸到通往遥远西方的叙利亚的道路上。
”他把丝绸之路的西端定在叙利亚，则是因为张骞通西域不久，中国丝绸就沿丝绸之路运到了罗马帝
国境内。
因此，赫尔曼提出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不限于中国与中亚和印度之间，还存在于中国与罗马之间。
    通过对丝绸之路的不断研究，大量的考古发现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今天，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要比李希霍芬时代深入得多，《中国大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丝绸之
路”的：“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
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    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非洲的古文明联系在了一起，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
交流。
在绵延的丝绸之路古道上，遗留下了大量的文明古迹，它传达给人们的却是超越国界和民族差异的精
神共鸣。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陆路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开始显示出它的重要
地位。
    19世纪一位德国学者在《中国亲程旅行记》中，描写了中国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交通路线，首次
在一张地图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
其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具体提到：“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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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诸港之海道。
”由此得出“海上丝绸之路”之名。
与陆上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外贸易通道，但后者自秦汉形成一直沿用整个中国古代社
会，在这两干多年的中外贸易历史中，中国的主要输出品有时是丝绸，有时是瓷器或其他商品；而外
国的贸易商品更是五花八门，因此有的学者也称之为瓷器之路或皮货之路、丝香之路等等。
既然丝绸之路的称谓已约定俗成，也就称海上丝绸之路。
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
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
到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
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
通道。
陆上丝绸之路到了唐朝中后期就开始衰落，除了因为唐朝中期“安史之乱”的影响外，还有其自身难
以克服的致命弱点：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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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是最早生产丝织品的国家，丝织品自古已为与欧亚大陆、北非和东非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商品
，商贸经途，称为丝绸之路。
    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白朝廷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对外贸易进入繁荣期。
商品运输除了通过横贯大陆陆路外，还从海上通往世界各地，其航道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王忠强编著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丛书之一，生动介绍了丝绸之路的兴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贡献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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