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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交流的历史图象，是极难把握的。
　　首先，它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
自从人猿揖别以来，人类社会就始终处在发展这一动态上。
这一动态的难以把握，在予它的多样性。
在众多种族、民族、国家和地区中，人类社会发展有着依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而彼此有别的众多发展
频道：有的快速发展，很早就达到过某一时代的巅峰，而后迅速滑落向无边暗夜；有的曾经存在，踪
迹鲜明，却由于某种自然灾害或战争面“蒸发”；有的屡屡历经挫折、迂回甚至倒退，却百折不回，
千年一脉，不断再造辉煌；有的始终在历史长河中沉浮；还有的后来居上，等等。
这种动态的多样性，造成了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性现象，也给文化交流制作了基本背
景。
　　其次，它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
人类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民族创造的文明与文化，都同人类社会本身一样，是一种立体网络式的
结构。
正因为如此，诸文明与文化之间的交流，自然也是立体网络式的。
如果对它们仅仅作平面式的认知与理解，人们笔下的文化交流，一定是苍白的，远远不能表现其错综
复杂的无比璀璨。
按照常规，我们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物质的（器物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大的范畴，同时要知道它
还有众多的、层出不穷的专门范畴。
当文明之问发生碰撞，文化之间发生接触，这不同的三大范畴与众多专门范畴的内涵之间，必然发生
的交流，显然也呈立体网络状。
如果再向纵深思索，我们就不难看到，不同文明、文化碰撞的时候，即使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容易
交换的物质（器物）文化，其中也物化着丰富的制度文明乃至精神文明的内容。
而与此同时，制度与精神层面的文化问碰撞，其交流的内涵中，亦包含着对物质（器物）文化赖以产
生的不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认知与理解。
　　第三，它是双向与多向的，而非单向的。
在讨论文化交流时，人们一般都注意到它的双向互动。
这一认知，比较起那种单向认知的片面性、偏执性、主观性来，自然是大进了一步。
在这一基础上，人们还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双向互动的不平衡性，即：在某特定的时期，不同文明与文
化相遇的时候，其中某一种处在发展较高阶段的文明与文化，可能对另一文化墨高屋建瓴式的倾斜式
“文化出超”。
不过，当我们仔细审视上述这种双向运动时，就会发现，除了上古时期人类社会处在低级的原始的发
展状态因而可能发生比较纯粹的双向运动以外，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古典时代以降的文化交流在
双向互动中，早已包含了大量的第三、第四乃巨更多种文化内涵，因而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其实也是
一种多向性互动。
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文化交流的立体网络模式。
　　第四，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时，其璀璨辉煌的物质文化出超现象常常令人眼花缭乱。
当人们集中注视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一现象时，其实有许多值得重视的事物往往被掩盖了。
发掘并探究这些容易被掩盖的比较陌生的领域，尤具重要的价值。
例如，在制度、精神层面，中华民族似乎并非出超大户，相反，却有“文化入超”大户之嫌。
例如，在古代，佛教、伊斯兰教文明流人中华，甚至基督教文明亦曾在中国境内一度“寺满百城”，
而中国的儒家学说流播的范围却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以及近代以来新加坡与东南亚华人聚居
地区；又如，即使在物质文化层面，比较起丝绸、瓷器与四大发明这些高级复杂劳动的产品来，在那
些比较简单劳动的物质文化领域，中华民族恐怕也处于“文化入超”之列吧。
　　内容如此丰富多彩，难以把握的文化交流史，自然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
这是一场接力赛，垒人类各族人民共同承担的接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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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外文化交流史而言，中国学人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除了自己要挺身承担，更要不断与国外同行
切磋、合作。
文化交流史的学研、撰写本身，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呢！
这场任重道远的接力赛，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一良师主编、各位师辈学长共同合作的那部专书，就是我们接力赛的前面一棒；我们接过这一棒，努
力疾跑，尽自己这一棒的一份心和力。
这一棒的得失，自本书问世之日起，就已经要请下一棒去评说了。
我深信不疑的是，这一永远的接力赛，一棒定比一棒更出色、更完美，更接近人类历史上文化交流那
丰富、复杂、千姿百态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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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勾勒篇第二章 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同外部世界
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
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文明的朝霞时期，今日中国的边疆居民，便同境外诸族有了相当广泛的文化接触
。
这些文化接触，无论是陆上的，还是海上的，都离不开交通这一媒介，离不开丝绸之路。
在人类历史上，丝的骄傲，属于中国。
早在7000年前，居住在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就知道了丝。
夏鼐这位权威级的考古学前辈，以他学者的慎重，指出：至迟在殷商时期，即4000年前，中国人已经
掌握了丝的秘密。
事实上，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丝带、丝线和残绢片等物。
经学者鉴定，初步认为，这是蚕丝织物。
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以它的精美享誉世界，历久不衰。
20世纪70年代初，在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公元前1世纪的汉代丝织品。
一袭纱衣，残长1.28米，重仅49克。
唐代，一位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在广州会见市舶司的官员。
透过中国官员的丝质衣服，阿拉伯商人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胸痣。
正当阿拉伯人惊叹，以为隔着两重丝绸衣服还能看清胸痣时，那位中国官员竞挽起了5件丝质衣服的
袖口。
清代，《红楼梦》里讲述了一段趣事。
一天，贾母从箱底找出一件丝织品，考问众孙媳孙女，谁能说出这件丝货的名称。
无论宝黛还是三春，甚至连见多识广的凤姐，都答不上来，老祖宗骄傲地告诉她们，这还是她做女孩
儿时的东西，名叫“软烟罗”。
仅仅从那名称，就给人以美的无限遐思。
果然，精美的中国丝织品，从一开始就对欧亚大陆各族人民形成了巨大的文明与文化的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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