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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自序 你從未見過的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幾乎家喻戶曉，無人不知，一提起它卻總是不能

脫離「大漠黃沙駝隊」這一經典而又單一的意象，這很好地體現了

信息時代想像力的貧困，因為很少有人能真正重走絲路，特別是

那些人跡罕至而正好保留了原來風貌的地區。本書就是想提供給

讀者一幅「你從未見過的絲綢之路」的畫卷，揭示絲綢之路產生的

前因後果與歷史演變過程，首次披露考察發現的玉門關遺址、中

亞鐵門、蔥嶺重要山口等絲路的重要地標。

2011年 8月，我第一次到新疆，作為一名純粹的觀光客去了

帕米爾高原，被其瑰麗壯美的景觀震撼。我畢竟從事歷史地理研

究，知道古稱「蔥嶺」的帕米爾高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交通樞紐；

我又喜歡戶外探險，特別好奇絲綢之路當年是走哪幾條河谷，翻

越哪幾座山口，但翻閱了大量的研究論文後，並沒有找到滿意的

你從未見過的絲綢之路

自  序

自序  你從未見過的絲綢之路



II 這才是絲綢之路—重抵歷史現場的行走

答案，心想不如自己去尋找答案，這就是我自 2012年以來一直從

事絲綢之路「精準復原」工作的由來。

一切紙面資料僅僅提供線索，而不是結論和事實本身，再精

妙的論證研究也不過是紙面作業，甚至文字遊戲。「精準復原」要

求超越紙面的研究，必須親臨現場，重走路線，給出精確的軌跡與

照片、視頻，必須公開結果可供重複性檢驗。於是 2013年 4月，

在前期大量紙面準備的基礎上，我選擇了境內的帕米爾高原，開

始了第一次絲綢之路精準復原的實地考察。自此，我探訪的範圍

遍及境內外的帕米爾高原、隴山左右、河西走廊、羅布泊、南北

疆、中亞諸國，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從伊朗的最東部錫斯坦

直至德黑蘭。經過幾十次的實地考察，初步精準復原了從中國陝

西直至中亞的絲路主幹道，找到並精準定位了重要的地標—漢

唐的玉門關、玄奘的「大石崖」、高仙芝的青山嶺、中亞的鐵門等，

隨後建成了第一套「絲綢之路地理信息系統」，將歷次考察的 GPS

軌跡、重要地標的經緯度以及照片公開於網絡。

在前期的考察準備與實際的考察過程中，我不斷思索究竟甚

麼是絲綢之路並沉浸於它的多姿多彩，今天我之所見，即張騫、

玄奘、馬可．波羅之所見；也感喟「大漠駝隊」這一經典絲路意象

只是現代人想像力貧困的產物。因此我想用這本書向世人說明，

絲綢之路是溝通亞歐大陸的重要文明之路，它絕非只有「大漠黃

沙」，而是由綠洲、雪山、峽谷、草原、森林、冰川、鮮花、關隘、

驛站、石窟、寺廟等組成的絢爛畫卷。



III自序 你從未見過的絲綢之路

本書的很多結論和重要地標照片都是第一次正式公佈，所有

的地點、線路都是我本人的親身經歷，而不是根據前人紙面資料

的推演，所以本書是用紙面資料作為線索，提出假設，用實地考

察作為檢驗方式的原創性產物，希望提供給世人一幅「你從未見過

的絲綢之路」的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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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一 我們真的了解「絲綢之路」嗎？

非經玉門、陽關、蔥嶺，皆非絲綢之路。

大家對絲綢之路都有自己的想像，你也許去了敦煌，也許去

了喀什，也許去了西安，就認為自己到了絲綢之路。當然這並沒

有錯，因為它們都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個地點。但是絲綢之路是

「線」，而且是多條線，是路線的網絡。古代的絲綢之路到底是怎

麼走的？它經過的具體地形、地貌到底是甚麼樣的？我想可能絕

大部分人根本就沒有概念，因為我們一般都是坐汽車、火車或者

搭乘飛機，很少有人真正身臨其境。另外，學術界關於絲綢之路

的研究，基本上還是利用歷史文字資料，也就是紙面上的資料，

以紙面研究為主，到實地考察的人相對來說比較少，真正重走古

代絲路路線的人更少。而且，現代人經常重走的絲綢之路無非是

幾個旅遊熱點，如西安、敦煌、喀什等，它們都是現代化城市，

與東部沿海城市相差無幾，與絲路時代的風貌相去甚遠，而最貼

一  我們真的了解「絲綢之路」嗎？



004 這才是絲綢之路—重抵歷史現場的行走

近古代風貌的地區恰恰是從古至今人跡罕至之地，這也是我本人

考察的重點與本書的重點。為甚麼本書的標題為《這才是絲綢之

路》？這就是原因。

我從 2012年開始做絲綢之路的精確復原研究，並於 2013年

4月進行了第一次絲綢之路實地考察與路線「精準復原」，到現在

為止，已經進行了幾十次實地考察，覆蓋了關中平原、隴東山地、

河西走廊、包括羅布泊和樓蘭在內的南疆、北疆、帕米爾高原、

中亞五國、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地，這些地點都是古代絲

綢之路的主要路段所在，因此本書將以這些地區的絲路復原為主。

首先要講一下甚麼是「精準復原」。在學術研究中，我很反對

創造學術概念、術語，能表達的，儘量使用日常用語，但「精準復

原」是個罕見的例外，是我創造的極少數概念之一。

那麼甚麼是「精準復原」？它有 4個要求和條件：

第一，必須要實地考察，而不是從紙面到紙面，即不能僅僅

根據記錄在紙面的文獻資料來研究、復原路線。這裡所說的「紙

面」，當然還包括現在越來越多的電子介質和網絡，我將它們統稱

為「紙面」。所有記錄於紙面的資料，除少數文獻之外，其餘都是

二手或被轉引過多次的資料，並非親臨實地、現場的原創採集的

信息，因此很難保證它們的可信度。另外，在目前的信息時代，

二手及以上的資料非常容易得到，因此僅僅根據這些資料做的研

究天生就缺乏原創性，很難提供給人們新鮮的、真實的、可靠的、

寶貴的信息。從紙面到紙面的研究，即使做到極致，也不過是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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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的邏輯自洽，換言之，最多是漂亮的文字遊戲和推理，但要

落到實處，使人完全信服，就需要第二點。

第二，必須要有實地考察的 GPS定位、軌跡。如果沒有實地

考察，那麼復原路線的成果是很難讓人信服的。你自己都沒有走

過，如何有說服力讓受眾相信你的研究成果？那麼如何證明你確

實去了實地，而且確實重走了這些路線呢？在現代，非常簡單，

就是拿出你的 GPS定位和行走軌跡，它們極難偽造，因此可作為

令人信服的論據支撐論點。

第三，必須製作「地理信息系統」（GIS）發佈於網絡，公開

考察的軌跡與地標的經緯度、照片、視頻。這些都是傳統的紙面

精準復原：拿出你的 GPS軌跡、地標經緯度以及照片，任何人到了同一地點，一定會
看到同樣的景觀 1

1 該系統詳見 http: //silkroad.fudan.edu.cn/。



006 這才是絲綢之路—重抵歷史現場的行走

無法表現的，所以這裡需再一次強調，復原線路不能從紙面到紙

面—如此大量的數據，如地標、軌跡、照片、視頻等資料都

來自實地採集，它們無法在紙面記錄，也無法以傳統的紙面方式

表達。

第四，必須能令他人根據你的復原路線進行重複性檢驗，復

原精度在目視範圍內。在中文世界，「科學」是一個經常被濫用

的詞，比如這個事「不科學」，此處的科學就是「正確」或「真理」

的同義語，但科學（詞源為拉丁文 scientia，意為「知識」）是一

種系統性的知識體系，它積累、組織並提供可檢驗的有關宇宙的

解釋和預測。科學強調預測結果的具體性和可證偽性，它也不等

同於尋求絕對無誤的真理，而是在現有基礎上，摸索式地不斷接

近真理。是否屬於「科學」範疇只有一個標準：能否進行重複性

的檢驗，即是否具有可證偽性。你在實驗室或實地得出的結論，

要公開使用的材料與論證的過程，以便其他人可以重複你的過

程。如果大家得出相同的結論，那麼這個研究的結果就被證實，

否則則證偽；而單純從紙面到紙面的研究只能陷入無休無止的

無意義爭論。「復原路線」是把紙面上未經證實的資料只當作線

索而不是證據，然後到現場還原、驗證，用現場的地形、地貌去

驗證紙面上的資料記錄，或者察看之間有甚麼樣的差異以及原因 

何在。

那麼為甚麼說「非經玉門、陽關、蔥嶺皆非絲綢之路」？這個

說法可能大家沒太聽說過。我們都聽說過玉門關、陽關，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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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數人聽說過蔥嶺，即今天的帕米爾高原。那麼為甚麼未經過

這三個地方之一都不能叫絲綢之路？大家都對絲綢之路有自己的

理解，但這裡所說的「絲綢之路」是經典意義上的絲綢之路。現在

提到這一概念經常有泛化的傾向，絲綢之路遍地開花，似乎所有

的道路都可以統稱為絲綢之路，甚至我們可以稱通向巴基斯坦的

中巴友誼公路也是絲綢之路。這是新時代的絲綢之路，而本書中

所說的「絲綢之路」還是古典意義、經典意義上的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有 3個最重要的地標：玉門關、陽關與蔥嶺。為甚

麼是它們？這一章節要講的就是絲綢之路的緣起與背景，這決定

了這 3個地標的重要性。

提到絲綢之路，大多數人腦海中浮現的畫面便是大漠、黃沙

與駱駝。那為甚麼大家都會不約而同想到這樣一幅畫面？為甚麼

想像力的貧困：大漠黃沙駱駝，虛假的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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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的文藝作品、會議招貼、宣傳海報都是這種樣子？這就

是「想像力的貧困」，也就證明絕大多數人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絲

綢之路的地形地貌是甚麼樣子的，不知道真正能代表絲綢之路的

地標是甚麼。

因為我們絕大多數人都生活在東部沿海地帶，那裡經常下

雨，放眼看去滿目蔥蘢，綠樹成蔭，所以更喜歡也更傾向於一種

異域的想像：中國的廣大西北地區，以及境外的中亞地區應該是

反差極大的大漠黃沙，絲綢之路的景象就是一隊駱駝從大漠黃沙

中穿過。這又是為甚麼呢？因為很多人缺乏在那些地區實地行走

而不只是單純旅行的經驗。你只要去實地行走，就知道這個情景

是出現不了的。絕大多數人都是搭乘現代交通工具飛機、火車和

汽車。飛機自不必講，古人絕無可能搭乘，那為甚麼我們在火車

和汽車上也無法體驗真正的古代道路？原因很簡單，在這些乾旱

地區，鐵路和公路特別是高等級公路都儘量避開有住家、耕地、

牧場的綠洲，而取道戈壁沙漠，以免佔用寶貴的宜居地。這樣很

容易給外地遊客一種錯覺，以為甘肅、新疆及中亞地區都是大漠

黃沙和戈壁。

敦煌的鳴沙山有一個很著名的旅遊項目，就是騎着駱駝爬

沙丘。沙丘蠻高的，鳴沙山有一二百米高，我也騎過幾次，但是

興趣不大，因為這就是典型的異域想像。如果你騎着駱駝爬鳴

沙山，雖然只有半小時、一小時，你會強烈感覺到甚麼？乾燥、

熱，非常難受。這還僅僅是短時間內的感覺。如果古代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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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人這樣走幾天甚至幾個月，怎麼受得了？不是人先趴下，

就是駱駝先趴下。想想就明白了，這種情景完全違背生活的經驗 

常識。

我們所有的想像都不能違背基本的常識，不能超越人的生理

極限。在 2016年「十一」黃金週，一匹駱駝就這樣被累死了。旅

遊項目都把駱駝給累死了，大家想想走幾百公里、幾千公里要累

死多少駱駝？而且你爬高大的沙丘有甚麼意義呢？上面沒有草、

沒有水，更沒有可以遮陽的綠蔭，難道讓一匹駱駝背着絲綢，另

一匹駱駝再背着水嗎？這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人可以一天不吃飯

不吃乾糧，但你一天不喝水，在這種烈日暴曬下試試？

所以我們要回歸常識，「絲綢之路」一定是一條「常識之路」。

不僅在研究絲綢之路的時候，在寫其他著作或者文章的時候，我

也經常會強調一句：我們要回歸常識，也要將自己帶入情境。帶

入進去能不能做到這件事情？如果你做不到，完全是想像之外的，

完全是超越常識的，我們就知道這種場景基本上不可能出現。我

們對於絲綢之路有很多異域的想像，駱駝爬沙丘的異域想像是最

常見的，但這是不可能出現的，絲綢之路如同所有古代道路一樣，

不能脫離水、草，在中國西北內陸與中亞的乾旱地區，也需要遮

陽的綠蔭。

對絲綢之路的想像是很多的。2017年中央電視台財經頻道曾

經拍攝過一部 8集紀錄片，叫《絲綢之路經濟帶》，主要是在巴基

斯坦拍的，第一集在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Taxila）取景，就在伊



010 這才是絲綢之路—重抵歷史現場的行走

斯蘭堡的西邊大概幾十公里處。我去過塔克西拉，那是一處世界

文化遺產，一個有 2000多年歷史的巨大的佛教遺址，裡面有很多

佛塔，還有寺院遺址。 100多年前英國在那裡進行考古發掘，出

土了大量的佛像。攝製組去那裡採訪，碰到一個當地的「專家」，

還讓他在鏡頭前講解。當時我正認認真真看這部紀錄片，看到他

的時候，真是忍不住要笑，因為這位「專家」和我是老相識。 

2016年 10月，我去塔克西拉的時候，這個人正好和大概七八

個中青年男子坐在遺址入口處，他們英語講得不錯，一定要給我

當導遊。我一開始拒絕了，因為對這裡的一切都很熟悉，路標、

說明牌也都寫得很清楚，但他非要當我的導遊，非常熱情，陪着

我走了兩三個小時，而且不收我的錢。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只

要違背常識的事，大家都要打個問號。

那麼他的目的是甚麼呢？最後我們還一起合影，要告別的時

候他拿出了幾枚金幣讓我買，說這是貴霜帝國時期或者是希臘—

印度王國時期流行於當地的金幣，我說我沒有美元，也沒有盧比，

因為我的學生在伊斯蘭堡，我是一個人過來的，身上只有 200元

人民幣。他說沒關係，人民幣也要的，我就將 200元人民幣給了

他，表示感謝。他給我幾枚金幣、銀幣，又另外給了我幾尊佛像，

他非常真誠地說這些佛像都是假的。但 200塊錢你怎麼可能會買

到真的古幣？這些金幣、銀幣當然也是假的。

我講這個故事是為了說明，如果電視現在還像 30年前一樣

是我們的主要媒體的話，那麼我們關於絲綢之路的認識，就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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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個賣假文物的販子，可想而知這一集將近一個小時的紀錄片

講的東西靠譜嗎？央視財經頻道的微博還總結了這一集的主要內

容，總共講了三個觀點：

1.玄奘此行取經的終點是塔克西拉；

2.絲綢之路的南線和北線最終都在塔克西拉匯合；

3.對於從中亞、歐洲到東土大唐的那些商人來說，塔克西拉

就是他們眺望東土大唐的第一站。

我們經常講，隨便聊天時，一個人說一段話，發生一些技術

與塔克西拉的「專家」在一起 1

1 圖片來源於作者。本書中所收錄的實拍照片，如無特別說明，均為作者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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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錯誤、偶然性錯誤很正常，比如記錯了時間、地點、人名等。

但一集一個小時的電視紀錄片，總共就講這三個主要觀點，竟然

一個都不對，這是非常罕見的。為甚麼說它一個都不對？很簡單，

因為我是做歷史地理研究的，我非常喜歡地理，地理非常明確，

要確定地球表面上一個地點的位置在哪兒，只需要兩個參數—

緯度、經度就行了，沒必要爭論，只要它存在就一定能找到，而

且只要兩個參數就可以確定。我們不需要像人文社會學科那樣經

常爭來爭去，商榷來商榷去，越來越複雜，幾十年也沒個結果，地

理是簡單而純粹的。

塔克西拉在哪兒？就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的西邊一點。

玄奘取經的終點在哪兒？玄奘在印度生活了十幾年，他遊歷了幾

乎整個印度，但你如果一定要確定一個終點，那他生活時間、學

習時間最久，對他影響最大的地方就是那爛陀寺，它的遺址現在

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玄奘在那裡學習了 5年多。那爛陀寺在哪兒？

就在塔克西拉的東南方。這兩地步行距離超過 1700公里，直線距

離超過 1500公里。那你怎麼可以說玄奘的取經終點是塔克西拉

呢？根本不是這樣的。

那麼絲綢之路的南線、北線是不是都經過塔克西拉？查看地

圖，塔克西拉的北面就是絲綢之路的南線和北線。南線、北線都

經過帕米爾高原，然後經過現在的阿富汗、中亞地區到達伊朗，

再去往地中海，並不經過塔克西拉。經過塔克西拉的這條絲路是

一條去往古印度（含巴基斯坦）的支線，從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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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向東到恆河流域。反過來講，中亞和歐洲的商人去東土大唐

也不可能經過塔克西拉，那條路線明明是去印度，而不是去中國

的，所以第三點也不正確。因此請「假文物販子」充當專家出鏡不

會有好結果。

關於絲綢之路的其他錯誤想像還有沒有？當然有。我們知道

張騫是陝西漢中人。他的家鄉現在要發展旅遊，造了一個「西域風

情園」，因為張騫曾出使西域。那麼他看到的西域應該是甚麼樣子

呢？這個西域風情園竟然是伊斯蘭風格的。我們都知道張騫到達

西域的時候是 2100多年前，而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誕生的時間

是 1400多年前。我也很喜歡歷史，歷史就是時間線，地理就是空

間線，時間線和空間線都很明確，不能錯亂，距伊斯蘭教在阿拉

伯半島誕生的 700年前，張騫在西域看到伊斯蘭風格的建築，這

是絕無可能的。

還有一個例子是陝西西安大雁塔地鐵站的一幅壁畫，畫面中

間是大雁塔，它是唐朝皇帝為玄奘造的，把從西天取來的 600多

部經書收藏在裡面。 那麼大雁塔前面的這個和尚是誰？很多人都

會毫不猶豫地講，是玄奘。我就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你怎麼知

道這個人是玄奘？你見過玄奘嗎？玄奘有照片嗎？有當時的畫像

嗎？都沒有。那你為甚麼認為這個人就是玄奘？因為很多歷史課

本、歷史著作中就將此人當作了玄奘。這個和尚頸上戴的是骷髏

頭項鏈，明顯是佛教密宗，玄奘不是密宗，不可能戴着骷髏頭項

鏈。那麼這幅畫是哪來的呢？是民國時期從日本傳過來的。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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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的原版收藏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畫的是一位鐮倉時代的日本行

腳僧，他背着的是能遮雨的背簍，因為日本經常下雨，而且日本

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之間距離很短，背着背簍可以去化緣。

玄奘是去西天取經，經過西域要翻越天山、蔥嶺和興都庫什雪山

才能到達印度，背着這麼重的背簍步行，他能走到嗎？

玄奘寫得非常清楚，他從頭至尾都騎着馬，當然他更不可能

一邊騎着馬，一邊還背着背簍了。所以，認為這幅畫像是玄奘完

全是憑空想像，是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也就流行不到 100年，但

是現在已經變成我們的一個固定認知了，大家只要看到這幅畫像

就認為是玄奘，事實上他不僅不是玄奘，甚至不是中國人，而是

日本和尚。我們對絲綢之路充滿着各種各樣的奇妙想像，但真實

的絲綢之路究竟是甚麼樣的？它經過哪些地方？景色如何？很多

人不究其根本，就簡單粗暴地用一幅駱駝爬沙丘的圖畫代替了。

玄奘去的是印度，所以這幅壁畫裡有泰姬陵，大家都知道它

西安地鐵站壁畫中的「玄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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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印度的象徵。但玄奘的時代絕無可能有泰姬陵，泰姬陵還要晚

近 1000年，我們總會有一些時間性和空間性的錯亂，甚至把主人

公都弄錯了。

所以還是要問一句：我們真的了解絲綢之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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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要明白絲綢之路到底是甚麼，首先要明白「絲綢之

路」這個概念是誰創造的，他創造時所指的具體內涵是甚麼。

創造「絲綢之路」這個概念的不是我們中國人。1877年，德

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出版了一本書叫

《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在第 499頁出現了

德文的「絲綢之路」（Seidenstrasse）。也就是說在 1877年之前，全

世界都還沒有「絲綢之路」這個詞，就單純從詞和概念來看，它的

歷史非常短暫，但這只是一個概念，是「名」，而絲綢之路的實體，

即「實」的本身肯定不止 100多年，只是李希霍芬後來把路線的實

體命名為「絲綢之路」而已。

不僅如此，李希霍芬還畫了一幅漂亮的絲綢之路彩色地圖，

就在他那本書的第 499頁與 500頁之間。地圖覆蓋的空間從最東

二 「絲綢之路」概念究竟是怎麼提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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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的中國河南、陝西開始，包括我們中國的甘肅、新疆，以及中

亞五國、阿富汗，直到最西邊的伊朗。地圖上的絲綢之路並非只

有一條，路線有兩種顏色，一是藍色，一是紅色。藍色和紅色在

哪分開的呢？在敦煌以西，然後便進入了南疆塔里木盆地，一條

貼着天山南麓，一條貼着崑崙山北麓。那麼這兩條路線在哪交會

呢？在帕米爾高原。

那麼李希霍芬為甚麼會畫這幅圖？他從哪裡得到的資料？他

畫這幅圖並不是憑空想像的。下面我們就要解釋這個問題。

這幅圖是在 1876年繪製、次年出版的，因此它肯定是世界第

一幅絲綢之路地圖，前面說過，「絲綢之路」這個詞就是在 1877年

由李希霍芬創造的，此前當然不可能有「絲綢之路地圖」。地圖的

右下角有文字說明，這是公元前 128年到公元 150年，中國到西

方的貿易路線。這個時間段實際上就是中國的漢朝（包括西漢、

東漢），這個時間範圍是比較窄的，後來絲綢之路的時間段一直向

後延伸，甚至延伸到了現在。地圖顯示的空間基本上東起長安，

西到裡海，伊朗高原的北邊，包括了今天的中亞五國、阿富汗、

巴基斯坦、北印度、伊朗等廣大地區。為甚麼叫「絲綢之路」？原

因很簡單，因為運輸的主要商品是絲綢。 

講到這裡就會明白李希霍芬為甚麼將這條路命名為「絲綢之

路」，這是站在西方人、地中海人、歐洲人立場上命名的。難道中

國輸出的只有絲綢這一種嗎？不是的，肯定還有其他產品，比如

茶葉、銅鏡、瓷器等手工業品和特產，可在當時，對他們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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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輸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就是絲綢，所以這是按照西方的本位立

場創造的概念。

對於當時的西方來說，絲綢是非常昂貴的奢侈品。古代陸路

交通的成本極其高昂，如果你用駝隊將麻布、水稻馱出去，是不

會有人要的，因為太貴了，所以一定要運奢侈品，而且要好運輸，

另一種中國的特產瓷器是沒法大規模陸運的，只能海運。所以這

條路被命名為「絲綢之路」是非常恰當的。

絲綢在當時羅馬市場上的價格要超過等重的黃金，因此它是

貨真價實的奢侈品。除了冬天，地中海都比較炎熱，陽光燦爛，非

常曬。羅馬的男人普遍穿寬外袍（Toga），女人穿斯托拉（Stola），

都是羊毛製品，夏天穿着確實很難受，一旦有了絲綢，立馬感覺

涼爽、舒適，又顯得光彩奪目，華貴非常，絲綢自然就在羅馬和

地中海的上層社會流行了起來。導致的結果是甚麼？羅馬的貴金

屬外流。所以當時有些羅馬的政治家也抨擊絲綢之路對羅馬帶來

的不好的影響，比如社會風氣墮落：我們以前很簡樸，披着一件

粗羊毛的寬外袍挺好的，現在都穿着這麼奢侈的絲綢品，又是半

透明的，裸露身體，社會風氣敗壞。1世紀的政治家、哲學家塞

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對羅馬人穿絲綢大加抨擊：「我所看

到的絲綢衣服，如果它不能遮掩人的軀體，也不能令人顯得莊重，

這也能叫衣服？少女們沒有注意到她們放浪的舉止，以至於春光

乍泄；男人們為此想入非非，以至於無心戀戰……」羅馬帝國皇帝

提比略（Tiber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甚至下令禁止男人穿絲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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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但最終不了了之。

我們中國人不會把通向西方的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因為

當時大江南北、黃河兩岸都生產絲綢，絲綢是很普遍常見的產品。

那麼我們中國人當時叫它甚麼路呢？我們只要明白李希霍芬絲綢

之路地圖的來源就知道了。他的根據就是《漢書．西域傳》：

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

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

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

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1

整段話僅 75個字，卻全面記錄了漢朝通向西域的兩條道路，

漢代的中國人沒有「絲綢之路」的稱呼，只是非常精當地命名為西

域南道、西域北道。

首先這段話說明了西域北道、南道的起點分別是玉門關、陽

關，因此玉門關、陽關是非常重要的地標。

玉門關、陽關都在漢朝的敦煌郡，位於河西走廊西端。但這

兩座承載着中國人 2000多年家國情懷的關隘究竟在哪兒？本書將

第一次揭示玉門關真正的地點，是的，我已經找到了它的遺址。

但陽關遺址到現在仍然沒有找到。

1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中華書局， 1962年版，第
38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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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西域」是指哪裡？

《漢書．西域傳》有詳細的說明：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

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

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厄以玉門、陽關，西則

限以蔥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

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

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

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

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 1

顯而易見，漢代的「西域」就是南疆的塔里木盆地，西至時稱

蔥嶺的帕米爾高原，東至玉門關、陽關。 為阿爾金山、崑

崙山； 為天山。河為塔里木河水系， ，即指葉

爾羌河發源於帕米爾高原； 即指和田河，由玉龍喀什

河、喀喇喀什河合流形成，發源於南山即崑崙山；葉爾羌河與和

田河合流為塔里木河，東流入 ，即羅布泊，當時

面積約 1萬平方公里，其水位不增不減，很平穩；向南流到青海

的積石山，號稱是黃河的源頭—當然這個說法並不符合事實，

1 《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第 38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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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當時認知的缺陷；向東 300餘里即玉門關、陽關。

那麼問題來了，甚麼是 而行？傳統的說法是順着河

流。按照傳統道路的傳統行走方式，長距離旅行一天一般也就行

走二三十公里，人可以一天不吃飯，但不可以一天不喝水，驢、

馬、駱駝也不可能一匹馱着絲綢，一匹馱着水，因此一定要沿着

水源而行，所以駱駝爬一座接一座連綿無邊的沙丘，美則美矣，

但在現實中不可能出現。有了水，有了河，才有可能有草，有樹，

有綠洲，有定居點，有補給，畢竟驢、馬、駱駝也不可能不吃草。

西域的陽光非常強烈，也非常危險，只要在那裡有過行走經

驗的人都明白這一點，因此綠洲非常重要，不僅是提供補給、住

宿，也提供遮陽。現代人很少能領略到西域的綠洲，因為現代公

路為了不佔良田而選擇從戈壁沙漠穿過。西域的綠洲有密如蛛網

的灌溉水渠，水渠和道路再細，兩旁也密密地、不留縫隙地種植

着白楊，與長達幾十公里的葡萄架一起，交織成綠色的傘蓋，即

使是盛夏的中午，行走其中也能避開炎熱的陽光，這對絲路商隊

來說至關重要，否則一定會中暑倒下。所以 而行，就是沿

着水源而行，沿着綠洲而行，沿着定居點而行，沿着最容易、最

安全的道路而行，沿着常識而行。

所以古代的絲路商隊騎着驢、馬、駱駝行走在沙漠裡嗎？那

是自殺之路，而不叫絲綢之路，因而必須穿越河渠密佈的綠洲。

現在很多人坐火車、搭飛機或自駕去了甘肅、新疆就自稱「重

走絲綢之路」，但一般只是點對點到了一個城市，這些城市和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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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也不大，很少有人沿着縣道、鄉道、村道甚至驢道去甘肅、

新疆綠洲深處的村莊，那是鮮為外人知的另一個世界，卻恰恰保

存了傳統的風貌和行走模式。

而行還有另一層意思，即在傳統時代，只要能水運，

絕不會陸運，因為水運的效率之高、成本之低是陸運遠遠不能及

的，否則為何要耗費人力物力開闢人工運河呢？那麼在河西走廊，

在西域也能水運嗎？答案是肯定的。在河西走廊，傳統時代就利

用過由東向西流的疏勒河水運，19世紀末 20世紀初的著名探險

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從新疆的西南部沿着葉爾羌河、

塔里木河、孔雀河一路航行到羅布泊，那麼古代的絲綢之路怎麼

絲路從綠洲穿過，傳統道路更加狹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