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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于1877年提出的，用以指称中国丝
绸西运罗马的交通道路，并用以泛称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交通线。
长期以来，丝绸之路一直被认为是由长安出发，西北经河西走廊，出西域，至中亚，然后进抵罗马帝
国的唯一的一条中西交流线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又确认丝绸之路还包括长城以北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由东海至南海
经印度洋航行至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从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和中亚、西亚的
“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基于先秦时期以成都平原古蜀文化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缅、印的地区内，
近年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不仅有古蜀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亚的大量文化因素，时
代早于经中国西北出西域的丝绸之路。
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以成都为起点，
经云南出缅、印、阿富汗、巴基斯坦至中亚、西亚，以及从成都经云南至东南亚的中国西南的国际交
通线为“南方丝绸之路”，或称“西南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南方丝绸之路以巴蜀为重心。
苏秉琦先生曾指出：“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
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李学勤先生最近指出：“三星堆的重要性当然不止在于海贝的存在，
只有将这一遗址放到‘南方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中，才有可能深入认识其文化性质及历史意义。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通向东南亚、南亚的通道，它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考察
。
”深入系统地探索南方丝绸之路，揭示以巴蜀为重心的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进
而延伸到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其历史意义，已成为当前学术界面临的一项具有前沿意义的新方向、
新课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

内容概要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yon Richthofen）于1877年提出的，用以指称中国丝
绸西运罗马的交通道路，并用以泛称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交通线。
长期以来，丝绸之路一直被认为是由长安出发，西北经河西走廊，出西域，至中亚，然后进抵罗马帝
国的唯一的一条中西交流线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外学术界又确认丝绸之路还包括长城以北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由东海至南海
经印度洋航行至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从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和中亚、西亚的
“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分为综论篇、交通篇、民族篇、贸易篇、青铜文化篇、中外文化交流篇
六大部分来进行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所收录的文章有的是在不同期刊或论文集中发表过的，有的是
首次发表，为丝绸之路研究论文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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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商贸货币探讨  试论南丝路货币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云南商品货币青铜文化篇  “南方丝绸之路
”上发现的“立杆测影”文物  古代中国西南的世界文明——论商代成都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
古文明的关系  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  盐源青铜器中的“一人双兽纹”青铜枝形
器及其相关问题初探  对盐源盆地青铜文化的几点认识  南丝路上的云南青铜文化  保山青铜器述略  姚
安地区的青铜文化  滇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中外文化交流篇  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
交通  古代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以滇缅路为中心  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  古代中国南方与
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  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  滇越考——早期中印关系的探索  支
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论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  古蜀文明与早期中印交流  “老鼠嫁女”：从印
度到中国——沿西南丝绸之路进行的文化交流事例之一  从中国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一一篇来自印
度的探讨  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印度历史证据阿豪马人迁居阿萨姆的路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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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青铜时代以来，古道沿途的大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地都受到了巴蜀文化的影响，其中青衣江和大渡河
两流域的许多地区已经可以归入巴蜀文化的分布范围。
进入汉代以后，汉文化的影响更是日渐强烈，并使古道沿途的土著文化发生了一些本质性变化。
在西汉时期，古道沿途一些地区还仅仅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或者是土著文化与汉文化并存。
但到东汉以后，沿途许多地区的土著文化全面衰退并为汉文化所取代。
如果我们将发现的汉文化遗存的这些地点用一条线连接起来，那么一条根据考古学实物资料而勾画出
来的古道路线便比较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以下即对古道沿途地区的汉晋遗存和发现地点做一简述（在下面分地区叙述中，凡未注明出处的资料
，多为笔者考察时所见或收集，可参见拙著《“西南丝绸之路”的初步考察》一文）。
1．雅安地区。
在四川盆地内当然是汉文化占主导。
从成都地区向西南行，出盆地的第一站就是雅安地区。
这一地区在西汉时期是汉文化、巴蜀文化和其他土著文化并存，但到西汉中期以后则基本上都是汉文
化或已经大部分汉化的原土著民文化的遗存，尤其是在较宽阔的河谷地带。
这一时期的汉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芦山河、青衣江、荥经河、西门河、流沙河和大渡河等主要河流的
中、下游河谷地带。
芦山县：其汉晋时期遗存可分为墓葬和遗址两大类。
墓葬主要分布在芦山河和境内的青衣江河谷地带，分布密集，数量众多，仅本世纪50年代以来经清理
的就不下300座。
此外现仍可见到许多崖墓和砖室墓。
在清理过的砖室墓中有一些还发现有纪年铭文砖，年代最早的为东汉“永平十六年”（73），最晚的
为东汉“中平三年”（186）。
这里发现的东汉大型墓前石刻丰富，数量之多居全省之冠。
遗址中最重要的为现县政府所在地的芦阳镇遗址。
从发现的遗物看当为一处汉晋时期的城镇遗址。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发现了“永元八年六月都尉府造”的纪年铭文砖，因此可以基本上确定这里
就是东汉时蜀郡属国郡治汉嘉所在地。
雅安市：青衣江从北进入境内，然后自西向东穿过全境。
汉晋时期未设县而隶属严道。
与芦山相比，汉晋时期汉文化遗存发现较少。
这些遗存多为墓葬并主要分布在青衣江河谷地带，其支流绝少发现。
其中较重要的有著名的东汉末期高颐墓阙和三河村蜀汉纪年砖室砖（出有“景耀三年杜氏所作吉羊”
铭文砖），两者都位于青衣江畔的姚桥乡。
天全县：全县大部为山区，仅东南部青衣江支流的天全河下游和荥经河下游河谷地带地势较低，自然
条件也较好，汉文化遗存也仅在这里发现。
这一带汉晋时期的砖室墓较多；笔者考察时也在这一带河谷发现不少汉砖、汉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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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成都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和成都市委调研综合处的热情关心和大力
支持下，这本论集得以编辑出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本论集所收论文，有的曾在不同期刊或论文集中发表过，有的则为首次发表。
凡曾发表过的论文，本论集均在文末标出原先出处，以便读者核对。
在编辑这本论集时，编者对人编论文的引文出处进行了核对，改正了一些引文的错误，对文章中的一
些错字别字亦一并进行了校改。
对论文内容和所附图片资料等，均依原文，未做改动。
感谢巴蜀书社为本论集的出版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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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一，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
书社联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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