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期：《丁见祥——溯本求源：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发展与

若干特点》 

 

  2017 年 10 月 11 日晚，中央美术学院第二届“文化遗产学术周”：“海上

丝绸之路的遗产与记忆”系列学术讲座第二讲在 14号楼 A306教室举办。此次讲

座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丁见祥主讲，由中央美术学院人

文学院博士后科研人员赵娟主持，题目为“溯本求源：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发展

与若干特点”。 

    讲座首先根据周长山的研究，进一步梳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问题。

1877 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1968 年，日本学者三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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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敏首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本次讲座针对秦汉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尤其

是汉代前后的发展。就地域而言，主要关注东西互通意义上的 “中转跳跃式”

的偶然或经常性往来及其发展。 

汉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匈奴有很大关系，其中变迁十分复杂。新莽以后，

中西交通中断达半个世纪。由于陆路受到阻碍，海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秦

始皇、汉武帝平定南越的基础上，中原和岭南的陆地交通进一步发展，文化交流

和人员往来日益增多，考古学文化面貌渐趋统一。秦汉时期东南沿海基于百越民

族的航海传统已形成较为强大的航海基础，番禺、合浦、徐闻及交趾等环北部湾

一带的海上贸易相当发达，为中国与印度，乃至印度以西的交流埋下伏笔。东方

向西方的海路探索在《汉书·地理志》中有了较完备的总结，包括三个重要的历

史事件：首先，是中原从北部湾沿线，经过众多国家，到达黄支国（今印度南部）；

第二，“武帝以来皆献见……”；第三，则是公元 1至 5年间，王莽“欲耀威德”，

主动跟黄支国的再次沟通。皆为评估当时中国在海上丝路之力量和范围的重要参

考。 

 

图 12《汉书·地理志》所记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图 

同时期，西方的航路探索也需要注意。借助葡萄酒和橄榄油为核心的贸易往

来，西方在很早的时代就已经形成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环地中海水域贸易圈。公

元前 6-5世纪，希罗多德《历史》中有 20节记录“印度”，1节提及“印度犬”，

1节提及“印度河”；前 325年，亚历山大沿着古代商路进行远征，凿通印度。返

回时，涉及两条路线：他本人从陆路返回，其海军将领阿库斯则率船队从印度河

口抵达波斯湾。总之，因亚历山大征伐、开拓而形成的“希腊化时期”，在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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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波斯湾一带与印度之间便有了海路的往来，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交流圈

的雏形得以显现。因此，至少自公元前 5世纪以来，在印度以西的海域就已经发

展了比较广泛的贸易。《厄立特里亚航海记》是由一位埃及商人于公元 1 世纪撰

写的商旅指南，其中记载了三条航路：第一条，是从安条克到帕尔米拉，顺陆路

或河运穿两河流域，入波斯湾沿海岸线到印度；第二条，从地中海沿岸到佩特拉，

南下阿拉伯半岛南部，再经印度洋前往印度等地；第三条，从尼罗河经沙漠到达

埃及港口，出红海，再经印度洋直达印度。因此，《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与《汉

书·地理志》关于东亚、东南亚和西亚沿海诸多交通道路的记载几乎处于同一历

史时期。所以，结合《史记》《汉书》的成书时间，以及武帝 111 年平定南越的

历史事件，如果一定要给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一个时间，则定在公元前 1世纪前

后是比较合理的认识。 

 

图 13《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 

此外，还针对裂瓣纹银盒、多面金珠、琥珀珠等一系列考古发现进行专门分

析。其中，有些属海陆而来，路线较为清晰，时间也多在西汉中晚期，尤其东汉

时期（如多面金珠）；有些则比较复杂，如时代较早的裂瓣纹银盒，学界已有很

多分析，不宜简单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在分析考古资料时，既要照顾到宏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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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框架，也要照顾到具体器物的出土环境和出土背景，不能做孤立的分析。 

 

图 14 多面金珠分布示意图 

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简述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特点。首先，海上丝绸之路的

主要贸易方式是朝贡贸易：文献记载显示，无论是陆上丝路还是海上丝路，至少

从其肇始时期，进行的便是朝贡贸易，并一直延续到封建王朝末期，这有其“儒

家天下观”的深刻思想根源。具体表现为奢侈品贸易，特征是厚往薄来，并且有

隶属于皇帝的专门机构负责采办。另外，“转送致之”式的中转贸易从海上丝绸

之路的早期阶段就是一种常态，直到 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后也依然在进行。

其次，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东、西方在早期基本上都属于“奢

侈品”贸易，比如：中国早期以丝绸、黄金、货币、铜镜等器物的出口，魏晋时

期又出现了与佛教信仰有关的“圣物贸易”，而瓷器、茶叶则日益醒目，并最终

成为主流商品，其中丝绸（后期的生丝贸易）一直是重要商品，奢侈品的贸易则

一直存在。第三，海上丝绸之路还带动了包括技术、宗教等在内的其他传播和文

化交流，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也非常深远，是丝绸之路研究的另一个潜在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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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问环节，丁见祥就在座师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解答和探讨。 

关于水下考古的方法：是用水下技术来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前提必须是

以考古学研究为目的，同时要考虑到文物保护的需要。其实，目前中国大多数水

下考古属于抢救性，主动性的水下考古工作并不多，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好抢救性

考古工作的同时，要主动设计新的调查思路、发展新的调查方法来发现对象。然

后，当具体到某一对象，便可根据相关的技术规范进行记录和提取，才能完成发

掘工作。另外，还涉及现场的临时性文物保护，以及后期的实验室保护技术。 

关于东南亚研究的文献视角：对东南亚历史的描述和重建非常重要，但在很

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中国文献。在“海丝”的框架内，“南海贸易”是非常重要

的研究课题，在早期阶段区域性的“南海贸易”显然比东西互通意义上的长程贸

易更需要被重视。无论是在西方视野还是中国视野当中，南海贸易都发挥了不可

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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