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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小玲

［摘要］ 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存在一条国际交通古道，现代研究命名为南方丝绸之
路。本文论及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经研究和实地勘察后确立的线路大略及 20世
纪 80年代以来川滇两省的研究状况和特点，指出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具有历史意义和现
实意义。
［关键词］ 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滇越道；茶马古道
［中图分类号］ K85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南方丝绸之路是 20世纪 80年代四川和云南学者对中国西南陆上通往境外的古代商道的命名。

这条商道始于成都，进入云南之后有两个去向：一是从云南西部接通缅甸北部和印度东北部；一是从云南中
部南下进入越南及中南半岛。唐宋时期又出现了著名的茶马古道，即分别由四川和云南进入西藏，连接尼泊
尔与印度。

中国西南地区陆上通往境外的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时值国际社会运送物质
支援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中国与盟军在缅甸、中国、印度三国修筑了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基本沿袭
古代商道的线路，因此古代西南的交通道路引起了西南地区一些学者的关注，出现了关于西南边疆

与缅甸和印度古代交通的研究著述。①20 世纪 50~70 年代，台湾和香港有学者继续发表了一些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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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论文，①80年代初南方丝绸之路概念提出，它成为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的历史考古学界及民族学界近三十
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目前的研究方兴未艾。本文的研究涉及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以及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这
一研究领域的状况。

一、中国西南地区丝绸之路的开通始于汉代

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民间商道无疑在汉代以前早已存在。汉武帝时出使西域的张骞归来
（公元前 139年），向汉武帝汇报曾在大夏见到有邛竹杖、蜀布出售，因而知悉有蜀国商人经商到了印度：

（张）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

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②

张骞因而建议汉武帝从蜀国通滇，打通前往印度、大夏的通道：

……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
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事宜路径，又无寇。…… 天子欣
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者，四道并出：出 ，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

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越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略杀汉使，终莫得通。③

汉武帝遣使四道并出，其中“出 ”系从 水河谷西进，“出冉”乃从黑水河谷西进，“出徙”则从天全县
河谷西进。此三路都在蜀国西北，穿越羌地，被当地氐族、笮人阻挡，故曰“其北方闭氐、笮”。“出邛、僰”为
经西昌南下渡金沙江以及南下僰道、夜郎。此为南道，须经西南夷南夷滇地出西南，为当地民族所阻，因曰

“南方闭越巂、昆明”。④上述北部氐族为汶山羌族的一支，羌氐同源。笮人系岷江上游白狗羌南下的一支：

“笮，白狗羌也。”⑤它在邛崃山南面。至于南边的巂、昆明，则在川西南与滇西一带：“……自同师以东，北至

叶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⑥可知巂、昆明族系川西南与滇

西无君长、不定居的游牧民族。巂族族源史无明确记载，学界观点不一，但以巂为蜀人之观点较早。⑦昆明
族主要分布在滇西今之保山、大理一带，仍属于氐羌族系。汉武帝意欲通大夏，大夏在今之阿富汗境内。据
史载，公元前 170年左右，中国西北游牧民族月氏被匈奴压迫向西移动，分大月氏、小月氏。小月氏南下，大

① 如桑秀云.蜀布邛竹杖传至大夏路径之管窥［J］.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1本第 10分
册）.台湾.1969.3;饶宗颐.蜀布与 Cinapatta ———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J］.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45本第 4分册）.台湾.1974.6；严耕望.汉晋时期滇越通道辩［J］.严耕望.唐代滇越通道辨［J］.香港中文大
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 8卷第 1期）.香港.1976；向达.蛮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② 史记［M］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③ 史记［M］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④ 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J］.文史杂志，1987,（1、2）.
⑤ 史记［M］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正义.
⑥ 史记［M］卷一二六.“西南夷列传”.
⑦ 徐中舒.交州外域记 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A］.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C］.北京:中华书局,

1998.1396.此文亦有巂即“叟”之说。尤中.云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27~28.并有巂为塞种人
之说。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36~44.以上均引自石硕.汉代西南夷中“巂”
之族群内涵 ———兼论蜀人南迁以及与西南夷的融合［J］.民族研究, 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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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氏西向，最后进入大夏。“大夏本无君长，城邑往往安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迁徙来皆臣蓄之，共禀汉

使者。有五翕侯。”①张骞到大夏时，即是大月氏建立贵霜王朝，已将天竺纳入版图的强盛时期：“身毒有别
城数百，城安置长。别国数十，国安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实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

令统其人。”②汉武帝一意想通大夏，通大夏即是通天竺，但昆明族强悍，汉武帝使者最终未能通过滇地：

……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开
始通滇国……乃谴使柏开始昌、吕越人岁十余辈，出此初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
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

通。③

稍后从长安开通了经西域通往波斯的通商之路，即西域丝绸之路，“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国益

厌汉币，不贵其物。”④中央王朝遂将从滇地通往印度大夏的通道暂时搁置。
《史记·平准书》载，南方丝绸之路蜀通西南夷的正式通道在汉武帝时官方已组织建造和维修：

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当是时，汉通西南
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棘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

官吏发兵诛之。获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⑤

沿途亦设置郡县和邮亭：

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设郡，使相如以中郎将望谕，皆如南夷，为设置一都尉，十余县，

属县。⑥

严道有邛崃山，有邮置，故曰严道邛邮也。⑦

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汉王朝政权进入了滇西地区哀牢王国，在云南保山设置永昌郡，蜀国
通滇官方商道开通：

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谴子率种人内属，其称城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
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

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⑧

永昌郡山川险阻，居民杂居：“永昌郡，古哀牢国……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

① 汉书［M］卷九十六（上）.“西域传”.
② 后汉书［M］卷八十八.“天竺国传”.
③ 史记［M］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④ 史记［M］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⑤ 史记［M］卷三十.“平准书”.
⑥ 汉书［M］卷九十五.“西南夷传”.
⑦ 史记［M］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索引”.
⑧ 后汉书［M］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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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也。”①该地物产丰富：“其地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

象、猩猩、貊兽。”②滇西因设立永昌郡而得到开发，永昌境外的部族和小国也先后向汉王朝称臣纳贡：

（永元）六年（95），（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犀牛、大象。九年……雍由调遣重
译奉国珍宝，和帝赏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初元年（107），徼外僬饶种夷陆类等三
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120）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王雍由调复派遣使者

旨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③

因为与境外缅甸地区建立了臣属关系，从云南西部出境，通往缅甸、印度的西南陆上官道开始接通境外，
永昌遂发展成为中国西南边境的一个国际通商都市。中国南方不同民族的人、缅甸和印度商人均来此经商：

“永昌郡，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骠、越、裸濮、身毒之民。”④四
川成都商人出蜀入滇经商规模也更大，如号称川滇锁阴的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会理，在今四川省凉山自治州境
内，连接川滇诸地，因而是川、滇、藏三地的物质集散地。会理既是古蜀门户，又是水陆交通要冲，向西可以到
达云南大理、永昌，连通蜀身毒道；往南则抵云南蒙自，直通越南滇越道；往东南则由昭通抵达重庆、叙州，连
接湖南、湖北、江西。会理在西南地区境内境外的古道交通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此历代商贸繁荣。明清时
代，各省会馆林立，实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商业通衢。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在云南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
来自印度的大量贝币以及来自波斯的珠宝；在成都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中也发掘出来自永昌境外的大量
象牙。来自缅甸的南传佛教在云南地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古代中国南方民族地区，交通运输和商贸大多

是接力式的，东汉时期，巨商贸易已推进到缅甸密支那地区。⑤中国西南地区，古道穿行于山川峡谷之间，交
通贸易方式也具有相应的特点。中国古代西南民间的“蜀身毒道”发展成官道以后，自东汉至魏晋，沿途商贸

繁荣。南北朝至魏晋期间，也有中国僧人结伴沿这条古道前往印度取经，多见于史籍。⑥

通往越南的古道也始于汉代。越南与云南南端接壤，民间商贸自属易事。史书最早记载的滇越通道是东
路故道进桑道。东汉初年马援在交趾，曾经上书建议从交趾出进桑关至贲古，进击益州（今昆明）。《水经注》卷
三十七“叶榆水条”记载：

建武十九年（44），伏波将军马援上言，从麋泠（交趾郡属县）出贲古（今蒙自、个旧）击益州（郡治
滇池）。臣所将雒越万余人……愚以行兵此道最便，盖承藉水利，用为神捷也。

《华阳国志·南中志》、《水经注》卷三十七“叶榆水·益州界”均考证此即从云南进入越南的进桑关。另有一条从
云南进入越南的通道是唐代以后沿用的步头道，《新唐书·地理志》中的“安南通天竺”，樊绰《蛮书·界内途

程》，都有相关记载。严耕望、方国瑜据史料分别对滇越水陆通道作过详细考证。⑦李绍明结合实地考察，进一
步明确了进桑道与步头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即：汉晋间滇越通途为进桑道，系由滇中沿盘龙江南下；

① 华阳国志［M］.“南中志”.
② 后汉书［M］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③ 后汉书［M］卷八十六.“哀牢传”.
④ 华阳国志［M］.“南中志”.
⑤ 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J］.考古，1999,（4）；任乃强.中陆上古商道 ———蜀布之

路［J］. 文史杂志,1987,（1、2）.
⑥ 见慧皎.高僧传［M］卷七.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M］.
⑦ 严耕望.汉晋时代滇越道［N］.唐代交通考.卷 4.史语所专刊第 83期.台北.1986;方国瑜.南诏通安南

道.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四篇） ———唐代后期云南安抚司地理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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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初期为了与南诏国对峙，往西开步头道，经由滇西沿红河而下。今日进桑道云南之边境地天宝口岸和步

头道云南境内之红河畔之河口口岸仍是中越边境之重要口岸，有公路与水路相通，并有滇越铁路通道。①

滇藏川藏通尼泊尔、印度的通道盛于唐宋，以茶马古道著称。这条古道在唐代即是官道，宋代在四川雅安
设置了“茶马互市司”，清代在云南永宁亦设茶马司。茶马古道主要服务于川滇汉人与藏人、藏人与尼泊尔、印
度的商贸。近代西人多从印度和尼泊尔进入西藏通道，亦有史料证明他们也是藏人和云南的土著通商贸易的

见证人。②

以上根据有关文献资料梳理、考古发掘研究和有关田野调查资料的综合论述，证实中国西南陆上的丝绸
之路是古代中国西南以成都为起点，连接东南亚、南亚并连通中亚的一条陆上商贸通道。通过这条商贸通道，
古代成都平原生产的丝绸、铁器、食盐、陶瓷、茶叶等地方产品销往中国西南诸地及东南亚、南亚与中亚国家。
与此同时，越南、缅甸、印度和中亚等国的玉石、香料、珠宝和琉璃等也经南方丝绸之路输入中国，诸多学者对

此撰文作过详细考察。③

二、南方丝绸之路考察与研究确立的线路大略

中国西南陆上南方丝绸之路因年代久远，实物遗迹甚少。自东汉初年中原政权进入滇西哀牢王国设立永
昌郡以后，西南陆上的交通道路即成为中国西南通往境外的通商官道，历史上曾在沿途设置一些郡县及邮亭
传驿，茶马古道更是唐宋以后的通途。根据近 30年来的考古发现、实地勘测结果以及文献资料的发掘梳理，
联系现代滇缅公路、中印公路的比照研究，多篇文章对西南陆上南方丝绸之路古道进行了探讨，对中国境内

段的考察研究获得共识的线路有三条，梳理如下：④

1. 通往缅甸、印度的线路
西线灵官道（即牦牛道）。其走向如下：自成都西至邛崃南下，经名山—雅安—荥经—汉源—甘洛—越西—喜

德—冕宁—西昌—德昌—米易—会理—攀枝花—云南永仁—大姚—大理。
东线五尺道。其走向如下：自成都沿岷江南下，经乐山—犍为—宜宾—五尺道—云南大关—贵州威宁—

云南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
西线与东线两道在大理会为一途，西行至保山—腾冲—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南下瑞丽进入缅甸八莫），

再西行经印度东北阿萨姆至恒河平原，经巴基斯坦、阿富汗至中亚和西亚。此即历史上著名的“蜀身毒道”。
“蜀身毒道”遗迹考察。西线灵官道之走向分别与今之川滇公路、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成昆铁路的线路基

本一致，有些线路古今重合。据考，四川会理境内尚存十多公里的丝路古道，云南元谋县境内的姜驿古道保留尚

称完整。南方丝路多由人工凿岩开山而成，由云南出境经由的保山水寨、官庄等路段，至今仍保存完好。⑤在这
条“蜀身毒道”线路上，在中国西南地区境内至今不衰的古城有成都、雅安、西昌、大理、永昌等，并有以“铁都”
著名的邛崃、以“盐都”著名的盐源、以青铜著名的腾冲、以锁阴川滇两省著名的会理等古城，沿途穿越中国西
南著名的山川河流，民族主要包括汉族、彝族和藏族。

① 李绍明. 南方丝绸之路滇越交通考［A］.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C］.成都：巴蜀书社，
2008.107~109.

② Gabriel Bonvalot（1889~1890）. Sur les pistes tibétaines［N］. pp. 1325~1338; Jules Gervais－Courtelle－
mont .En Chine Méridionale［N］. pp.1375~1394；Ninette Boothroyd, Muriel Détrie（éd.）.Le voyage en Chine［M］.
Paris: R obert Laffont, 1992.

③ 参考任乃强.中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J］.文史杂志.1987,（1、2）；张增祺. 战国至西汉时期电池区
域发现的西亚文物［J］.思想战线,1982，（2）.

④ 参考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交通篇［C］.成都 :巴蜀书社,2008.里面收录有相关研究信息.
⑤ 古西南丝绸之路遗迹［EB/OL］.亿行旅游网,2006－11－05. http：//www.ishe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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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往越南的水陆兼程线路
东路进桑道。由蜀入滇中部，经弥勒渡南盘江，经文山出云南东南隅，经河江、宣光循盘龙江，抵达河内。
西路步头道。由蜀入滇西部大理，沿红河至越南河内，由河内出海，此即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的最古老的

一条水道。
与“蜀身毒道”相比，中国西南地区通往越南的水陆兼程线路因涉及的疆域少，又有水道相连于跨境民

族，因此走向较易确定。
3. 连通尼泊尔、印度的茶马古道线路
四川川藏路。即成都—雅安—康定—西藏—昌都—尼泊尔—印度。
云南滇藏路。即普洱—大理—丽江—香格里拉—邦达—昌都—尼泊尔—印度。境内与今日川滇铁路、滇

藏公路线路基本相符 。
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藏区连接川滇与境外南亚中亚的重要路线。茶马古道对内是与中国内部的商贸通

道，对外是与南亚印度的重要商贸通道，因此自唐宋以来，在中国西南陆上与南亚的商贸交流中，藏区扮演了
一个重要的角色。

三、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概况

自上世纪 80年代开始，中国西南地区从事西南古道研究的学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老一辈的学者如云
南的方国瑜、王叔武，四川的蒙文通、任乃强、童恩正、林向、李绍明等，还有四川、重庆和云南的一批考古学、
历史学以及民族学方面的中青年学者。近 30年来，在南方丝绸之路考察研究中，西南高校和文博部门对古代

蜀国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交通古道与商贸往来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

1. 川滇两省的学者组织了实地勘探考察队，80年代相继对南方丝绸之路境内线路进行考古学考察，出

版了南方丝绸之路的资料性考察报告、专著与研究论文集。②

2. 川滇两省于 1991年合拍了 40集《南方丝绸之路》科教电视片，先后在国内各主要电视台播出，并在
美国、日本播出。

3. 举办展览，展示了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收集的文物和摄影图片。随着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成都平原
古代蜀国城址和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南方丝绸之路境内段沿途青铜器考古发掘成果累累。 2007年 11
月，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举办了“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物展”，展示了西南地区青铜器考古研究

成果，证实南方丝绸之路与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影响有联系，给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实物资料。③

4. 不同学科联合研究南方丝绸之路。学术界注意到西南少数民族在古蜀王国文明中的作用与地位，于
2008年 7月举办了“南方丝绸之路与民族文化论坛”，考古学、历史学与民族学、人类学携手，推动南方丝绸
之路研究向更深层次展开。

5. 西南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已成为重要研究课题。80年代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曾经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立项“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综合考察”（童恩正主持），近年又被列入成都市建设重大研究项目“古蜀文明与南方
丝绸之路研究”（段渝主持）。

目前南方丝绸之路考察正在向纵深发展，范围也在向境外拓展。2006年，成都考古研究院与越南河内大
学考古队联合发掘了越南北部义立遗址（距今 3500年），在富寿仁村发掘的玉璋、玉璧、玉环、璜等与三星堆

① 参考李绍明. 近 30年来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三星堆文明—巴
蜀文化研究动态.2009,（1）.

② 如邓廷良.西南丝绸之路考察札记［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兰勇.南方丝绸之路［M］.重庆:重庆大
学出版社，1992.四川大学历史系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③ 肖先进主编.三星堆与南方丝路 ———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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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同类物在材质和形制上均相似，因此给南方丝绸之路滇越道线路上的文明传播提供了实证。①成都市
建设重大研究项目“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研究小组开展了相关的国外考察，2008年组织了埃
及、土耳其、古希腊和印度古国的考察，2009年初组织了南方丝绸之路境外段缅甸、印度阿萨玛邦的实地考

察，所获资料不菲。②2010年 6月，在云南省普洱市举办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茶马古道遗产
保护”会议，提出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段的重要性以及申遗的必要性。 2010年 7月，在云南丽江举办了
“丽江茶马古道文化研讨会”，进一步探讨了从云南经丽江入藏并连接尼泊尔、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与境外的
商贸往来。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也取得了相当成就并正在继续深入发展。论文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段渝主
编，2008年）即充分展示了近 30年来四川省内省外及海外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研究论文分别涉及南

方丝绸之路的交通、民族贸易、青铜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诸多方面。③近年来，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论文有：

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国际交通 ———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2009）④，李绍明《近 30 年来的南方丝绸之

路研究》（2009）⑤，邹一清《2007年以来的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2009）⑥，屈小玲《金沙遗址蛙型金

箔与蛙崇拜源流初探》（2010）⑦。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巴蜀文化研究”2004~2010年的科
研项目中，已有多个项目属“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课题。

综观以上有关中国西南古道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反映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政府支持，多方协作；⑧二
是研究建立在考古发掘、文献资料梳理和实地考察三方面的结合之上；三是研究具有应用价值。由于以上几
个原因，研究能够不断推进，取得了实质性的研究成果。

尽管南方丝绸之路实地勘察成果和研究成果很多，但还有一些研究有待深入。最明显的是缺乏对南方丝
绸之路境外段的实物遗迹的考察研究，缺乏与国际上对中国古代西南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商道研究的对接，缺
乏南亚和中亚、西亚的交通贯通与文明相互影响的研究，同时，境外的南方丝路古道古城尚需实地考察与确定。
这些正是有关学者目前正在努力的研究重点。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南方丝绸之路这条中国西南物产与欧亚大陆物产互换的
商道，古往今来都非常重要。南方丝绸之路境内段全长两千多公里，在境内贯穿了中国西南三省和西藏，在境
外连接东南亚、南亚及中亚诸国，历经秦汉、唐宋、元明清各代，因此对古代中国西南境内的各民族的融合交
往，对促进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新的时代，沿着南方丝绸之路修建的中缅、中印公路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在国际上伸张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的
经济建设中，丝绸之路境内段的成昆铁路与川藏公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今日中国进一步发展繁荣大西南的经

① 雷雨.从考古发现看四川与越南古代文化交流［J］.成都:四川文物,2006,（6）.
② 分别见:世界古代文明考察简报［J］.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

态.2008,（2）；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项目第二次国外考察简报［J］.同前，2009,（1）.
③ 段渝.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C］.成都:巴蜀书社，2008.
④ 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国际交通 ———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J］.历史研究，2009,（1）.
⑤ 李绍明.近 30年来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三星堆文明—巴蜀文

化研究动态,2009,（1）.
⑥ 邹一清.2007年以来的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J］.中国历史研究动态,2009,（8）.
⑦ 屈小玲.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与蛙崇拜源流初探［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4）.
⑧ 参加南方丝绸之路考察研究的除了学者之外，尚有一些政府和民间机构，如四川省文联编撰.西南

丝路万里行［M］.1993；政协四川省西南片区文史资料工作协会编.南丝路古道话今昔［M］.成都：四川辞书出
版社,1994；四川省钱币学会、云南省钱币研究会.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川
滇黔十一市地州政协编委会主编.古今生辉南丝路［M］.德宏民族出版社,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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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文化，四川历史文化名城成都是中国西部开发的门户，昔日南方丝绸之路古道穿行的四川、云南、贵州、西
藏都是中国西部开发的重点地区，也是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和南亚诸国发展东盟经济圈的主要参与者。南
方丝绸之路是古代西南各民族创造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的研究，
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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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 Trail of Southwest China and Abroad:
A Brief Account of the Southern Silk Road and its Researches

Qu Xiaoling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there was an international traffic line in Southwest, named as the Southern Silk Road
in modern research. This article addresses some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opening of the Southern Silk Road in
history, the line confirmed by research and field survey，the existing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conditions in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s since 1980s. It further pointed out that the study of the Southern Silk Road i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the Southern Silk Road；Sichuan-Hindustan Route；Yunnan-Vietnam Route；Tea Horse ancient Road

甘肃省东乡族地区发现《古兰经》千年手抄本

据《中国民族报》2011年 1月 11日“宗教周刊”记者周芳报道，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
邀请了国内外考古、纸张、阿拉伯文和伊斯兰古籍手抄本研究等领域的多名专家对该省东乡
族自治县韩则岭拱北所珍藏的《古兰经》手抄本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鉴定，根据手抄本的书
法字体、纸张、彩绘、传承信息等判定其成书年代约上限为公元 9世纪，下限为公元 11世纪，
已有 1000年左右的历史。同时，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初步认定该《古兰经》手抄本应列为
国家一级文物。
该经书为阿拉伯文《古兰经》手抄本，牛皮压花封面，内页长 48厘米，宽 33厘米，每页 11

行，共 536页，所用纸张为撒马尔罕纸，书写颜料为黑色墨汁，字体为阿拉伯文书法三一体。
此前，在我国最初普遍认为保存于北京东四清真寺、抄写于公元 1318年的《古兰经》是

我国最古老的《古兰经》手抄本。但是，2004年经专家鉴定保存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街子清真大寺的《古兰经》手抄本突破了上述历史，认为其成书年代更早，可能是公元 8世
纪—13世纪。而现报道的东乡县韩则岭拱北所珍藏的《古兰经》手抄本，其成书年代，再一次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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