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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丝路考古中国席位的新纪元

长安西望，路途漫漫。翻开海未平的《长

安西望：丝绸之路考古纪事》（以下简称《长安

西望》），历史翻越崇山峻岭、穿过戈壁沙漠，

扑面而来。读毕发现，这片广袤的地域，几多

风云、几多迷思，我们无比神往，却又知之甚

微、知之甚少。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张骞

率领 100 多名随行人员，从长安出发一路向

西，开启通往西域的“凿空之旅”，也开拓出中

华 文 明 远 播 西 域 、西 域 文 明 影 响 中 国 的 通

道。自此，在亚欧大陆奔驰不息的“驼队”，传

承东西友谊，不断书写着新的传奇。

奈 何 岁 月 蹉 跎 。 随 着 工 业 革 命 迅 猛 发

展 ，西 方 文 明 借 势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扩 张 。 从

19 世 纪 至 今 的 100 余 年 里 ，西 方 的 考 古 学

家 在 长 安 以 西 的 广 袤 地 域 ，发 现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惊 动 世 界 的 奇 迹 。 扼 腕 顿 足 ，恨 我 彼

时国弱。

本质上说，历史学是一种阐释学，是构建

文化认同、达到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载体。

国外学者几十年的发掘沉淀，早已成就“一家

之言”，掌握了中亚历史阐释的先机。为了突

破西方历史话语逻辑，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

团 队 长 达 20 余 年 致 力 于 丝 绸 之 路 考 古 研

究。他们从西安出发，一路向西，不畏艰险，

沿着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一直抵达中亚地

区，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西 方 学 术 界 在 丝 绸 之 路 考 古 研 究 领 域

棋先一着，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成果，占有

着话语权。世界丝绸之路研究为他们所主

导，自然而然地带有西方视角，甚至欧洲中

心论的立场认知。如何为丝绸之路研究找

到 东 方 视 角 ，纠 正 整 个 研 究 领 域 明 显 的 偏

见，弥补其缺陷，从而达到历史认识的真实

性、全面性，这是王建新教授一直在思考的

问题。

一次意外的学术活动，让王建新找到了

中 亚 这 个 着 力 点 。 中 亚 ，何 以 重 要 ？ 中 亚

地 区 往 东 ，是 东 方 的 中 华 文 明 ；往 西 ，是 西

亚 的 两 河 文 明 、埃 及 的 尼 罗 河 文 明 ；往 南 ，

是 印 度 河 、恒 河 文 明 ；往 北 ，是 草 原 地 带 的

游牧文明。

中亚，是世界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

20 多年来，王建新和他的团队从河西走

廊和天山山脉的东端，横跨我国新疆地区和

中亚各国，走到了天山山脉的西端。他的团

队是国内第一支进入中亚地区开展考古工作

的学术团体，开拓了我国考古学的视野，将中

国考古学界的目光引向世界。

王建新教授团队在游牧文化考古研究方

面 走 在 了 世 界 前 列 ，取 得 了 国 际 学 术 话 语

权。他们进入中亚，开始用东方视角研究丝

绸之路，用东方话语体系讲述丝绸之路的故

事，彻底改变了世界丝绸之路研究历来被西

方学者所把持的学术格局。他们参与世界历

史的研究，面对疑难问题，大胆提出自己的观

点，挑战所谓的定论，展现出中国气派的学术

自信和文化自信。他们在文化比较中对中华

文化的系统性、优越性，以及强大的塑造力、

凝聚力、生命力、组织力和动员力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他们以文化遗产为载体，通过联合

考古实现了与中亚各国的人文交流合作，促

使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学术事件记述的新高度

读罢《长安西望》，对西安以西地区的历

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亚洲大陆腹地，受

地理、气候、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无数部落

在此更替，多种文明在此交融，有太多“掠过

大地的疾风”。繁荣与富庶，交融与衍替，文

明与野蛮……这里埋藏着太多的谜底有待我

们发掘、太多的传奇有待我们揭晓、太多的故

事有待我们演绎续写。

采用非虚构文学的方式记述王建新教授

及其团队的故事，无疑是个宏大而浩瀚的工

程，也是需要勇气与学识的壮举。要想写清

这片地域丰富而悠久的历史，作者必须首先

成为历史学家；要想说清一路向西的历史演

变、风物掌故，作者必须努力成为积淀深厚的

考古学者。

2021 年 9 月，《美文》杂志副主编穆涛敏

锐地发现，如果能用非虚构文学的方式记述

王建新教授及其团队的事迹，将是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就有了海未平这些

妙不可言的文章在《美文》杂志的连载，一年

之后，这些沉甸甸的文字变成了沉甸甸的著

作。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部由文学家做

军师、考古学家做先锋、历史学家做主帅的集

团“作战”成果。

所幸作者海未平出身历史专业，学养深

厚，读完《长安西望》全书，不由得深深慨叹：

不负所望。全书讲述以王建新教授为代表的

中国考古学者投身中亚考古的故事，有理想

萌芽的铺陈，也有考古过程艰难的记述，更有

耀眼学术成就的展现。丰富而多变的文化，

广袤地域上的悠久历史，像诗歌一般从作者

笔端汩汩流出，“种群大熔炉”的“文化万花

筒”徐徐铺展在世人面前。

重大题材表达的新探索

在书中，作者不只叙述王建新教授团队

的故事，也记述他们的工作内容，记录他们的

学术成就，其间也融入对王建新教授学术历

程乃至丝绸之路考古的思索。

王 建 新 教 授 团 队 勇 做 中 亚 考 古 的 先 行

者、开拓者与奋斗者。作者在写作中，更是努

力真实叙述王建新团队的卓越贡献，注重用

事实进行呈现，平实可信，流畅准确。

那一年，王建新教授 63 岁，正带领团队

在撒马尔罕的泽拉夫善河流域进行考古发

掘。那时候，中亚考古工作刚刚打下基础，大

月氏研究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时间

上——这时距离王建新教授开展丝绸之路考

古已经过去了 17 年，距离西北大学创办考古

专业已经过去了近 60 年，距离西北大学开展

考古研究已经过去了 80 年，距离前辈黄文弼

先生开创丝绸之路考古已经过去了 90 年。

海未平用近乎白描的笔法描述了王建新

的呕心沥血、披荆斩棘，读后无法不为之动

容：“王建新教授 63 岁了。他头发被风吹成

了大漠戈壁的颜色，长而浓密的眉毛表露着

刚毅和坚定，沉静的眼神闪烁着阅历和智慧

积淀出来的通透。他脸膛上的皱纹如同岩石

上的刻痕，这不仅仅是岁月的刀功，也是执着

和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印记。他的背已经微

微驼了，因为谦逊，也因为常年奔波操劳。”

大漠戈壁的颜色，何尝不是王建新和他

的团队的颜色？又何尝不是海未平这部作品

的颜色？曾几何时，金戈铁马踏碎琵琶语，葡

萄美酒盛满夜光杯。如今，目之所见，黄沙漫

漫、戈壁茫茫，我们会在苍茫的大地上看到时

间的涟漪。

（《长安西望：丝绸之路考古纪事》，海未

平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

□ 李 舫

大漠戈壁的颜色

敦煌大漠风光。（资料图）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蝉有着独特的寓意，常

被视作高洁的象征。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写

道：“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

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蝉的幼虫栖息于暗无

天日的泥土里，等待数年方蜕变而出，或是藏于

高枝，或是飞在空中，远离浮尘，只以树汁露水

为食，且居高处声清远，故古人常以蝉来比喻洁

身廉行的品德。

蝉因其特殊的成长方式，在中国古代被赋

予复活与永生的意义。在酒器、食器、兵器上，

常 以 蝉 纹 来 装 饰 ，希 望 如 蝉 一 般“ 食 洁 ”“ 复

生”。幼蝉脱掉外壳，躯体在原来基础上延伸方

能高飞，故称为“蝉联”，《梁书》中即有“爵位蝉

联，文才相继”一句盛赞王氏家族的荣誉鼎盛。

但在给蝉蒙上神秘色彩的同时，蝉亦是弱

小而可怜的。东汉文学家、音乐家蔡邕曾有一

段与蝉有关的故事，一日，他赴邻人小宴，行至

邻门，忽闻琴声而大惊，遂转身返家。邻人追来

相问，蔡邕答，方才自己从琴声中感到杀机。邻

人解释，在弹琴时，忽见螳螂在蝉之后，怕它伤

害蝉，才以琴声相警。蔡邕听了，有所启发，后

作《蝉赋》。曹植亦有《蝉赋》，“苦黄雀之作害

兮，患螳螂之劲斧”，赞颂了蝉正直清高、与世无

争的品格，抒发了忧谗畏讥之情。

蝉的生命更是短暂。《庄子·逍遥游》道：“小

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蟪蛄

即是蝉的一种，蝉来到地表以上，寿命只有数天

数周或短短数月，难免不知初春与晚秋，李白有

诗：“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杜牧亦有诗：

“蟪蛄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其实，纵

然蝉生命倏忽，但它却珍惜时光、放声高唱，尽

情活过一回，短与长又有何区别呢？

西晋名士陆云在其《寒蝉赋》中称蝉有五

德：“夫头上有緌，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

也；黍稷不享，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

应候守节，则其信也。”这不仅仅是对自然界中

蝉的推崇赞美，更是结合儒家思想的升华，体现

出对自我道德完善的不懈追求。陆云曾作为吴

王司马晏的郎中令，见司马晏在西园大肆营建

宅第居室，陆云直言敢谏，劝其节俭、矫正世风。

咏蝉的诗有很多，最为著名的有几首。虞

世南有诗云，“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

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前两句描绘了蝉清华俊

朗的特点，后两句是内心表白，立身洁净的人，

决不会趋炎附势、拉帮结派，既然身怀才华与品

德，便要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他日定能声名远

播。字里行间透露出自尊自爱之情，风格含蓄

委婉，韵味悠长。

李商隐则以蝉诗志清廉，“本以高难饱，徒

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

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此诗借咏蝉托物言志，最为动人的是尾联，蝉啊

蝉，难为你不时提醒，如同为我警诫，我全家也

已经和你一样，清贫而清高啊。此时蝉与作者

成 为 知 音 ，诗 中 的 蝉 也 就 成 了 诗 人 自 己 的 影

子。虽然清苦，但请放心，任何时候我也决不会

做出有损节操之事，这就是诗人与蝉的共同选

择与命运。

蝉 声 高 唱 ，入 耳 振 奋 ，食 洁 复 生 ，更 待 来

年。它似乎在以中华文化独有的腔调与意味告

诉人们，别辜负这热烈的生命，别辜负这清白的

人生。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年 10月 13日）

□ 唐俊伟

高洁饮清露

中国有着辉煌

灿 烂 的 邮 驿 史 ，有

这 样 一 本 书 ，它 包

含我国自邮政产生

以来的历代诏令、

文档、典章、方志等

史料，在浩如烟海

的古文献中，披沙

拣金去搜集有关邮

驿的文献史料，工

程不可谓不浩大，

这就是由仇润喜、

刘广生主编的《中

国邮驿史料》。

邮驿是一种实

物传递，就是将信

函或包裹从甲地传

递到乙地，其中有

着 很 深 的 渊 源 。

皇皇百万言的《中

国邮驿史料》自上

古 时 期《周 易·系

辞》中“结绳而治”

谈起，直至民国裁

驿设邮为止，对于

历 代 的 邮 驿 文 献

旁稽博采，真可谓

波澜壮阔。

我国邮驿通信

历史悠久，据郭沫若与陈梦家等人考证，殷商时

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记载有“若有敌国入侵，

则击鼓告之”的文字，当然这只是基于“声光”传

递的基础上。《中国邮驿史料》共分为十编，分别

为溯本求源、驿苑文编、文档录要、邮坛论丛、典

章拾遗、方志摘抄、史籍钩沉、触类旁通、飞鸿留

痕、大事纪要。在品读该书时，我们由衷地感到

骄傲和自豪。因为邮驿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的

星空中，同样散发着熠熠生辉的光芒，仅历代留

下的有关驿亭的诗歌，就在诗歌总汇中灿若星

辰。“客思不堪闻断雁，诗情强半在邮亭。”陆游

的这首诗，吟出了古代诗人的心声，正是邮亭促

使他们诗情大发，激发起创作的灵感。

也许辉煌灿烂的邮驿文化，离不开历代统

治阶级的重视，以及劳动人民的艰辛付出。如

《中国邮驿史料》中就提出古代的中央六部都

与邮驿有着密切的联系：吏部任命驿官，户部

掌管驿费，礼部主管驰驿条例，兵部主管邮驿，

刑部司驿律，工部主管营建驿舍。一旦出现通

信事故，也有一系列严格的追究制度，在该书

的第三编《文档录要》中的“追查通信事故”有

几段涉及甘肃，其中两段言简意赅，清晰明了

地介绍了事故的发生及经过。

第一段是雍正年间，由宁远大将军岳钟琪

奏报朝廷，“据口外台站兵役赍到九月初七日，

内庭敕发臣奏折匣一个，当验看包匣四角被跌

破损，随行令在营总理粮务、临洮道刘栢挨站

严查。”此段说出了事故发生，即“包匣四角被

跌破损”，经查处，事故原因是“据署直隶肃州

知州连际康呈，据山丹营安站外委千总王德禀

称，九月十五日接到上站赍递折匣，即率同高

台县马夫靳国忠接送，因靳国忠所骑之马被闪

跌，以致将所赍折匣跌破是实等语……”可见

当时驿递制度的严格。第二段则是由甘新巡

抚饶应琪上奏的，事由是：马夫递送公文，由平

番县（今永登县）岔口驿至武胜驿投交。可是

当“讵行至伏羌堡（今富强堡），突遇匪徒将马

夫砍伤，致将夹板公文遗失”。对于事故发生

后，处理结果则是“遵即照案分缮，仍用升任抚

臣陶模衔名，填注原发日月，妥为封固，代贴关

防，由驿道同此折递京……”而这两段“追查通

信事故”也都辑录于《宫中档奏折》，从中可以

看出，自古以来贯穿于甘肃的丝绸之路，即为

重要的邮驿孔道。从中我们可看到古代邮驿

的严谨与严肃，驿递不敢有丝毫懈怠。

当然，在卷帙浩繁古代典籍“铺就”的漫漫

“邮路”上，我们行走其上，回首凝望，感慨万千，

因为它还彰显了一种不屈不挠的邮驿精神。而

这条邮路，正是由一代代“五更三点不交睫，头

枕驿门候消息”的那些敬业邮人而筑就。

随着社会的发展，邮件的传递在生活中呈

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古老邮驿已难适应普

通百姓的用邮需求，“裁汰驿站，开办邮政”的呼

声已成“势所必至”。就这样，中国最早的邮政

机构——“天津海关书信馆”于 1878年出现。

（《中国邮驿史料》，仇润喜 刘广生主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

□
高

羔

辉
煌
灿
烂
的
邮
驿
文
化

近日，环县书法教师杨树岳撰写的书法教

育叙事《抱云不孤——我的书法教育故事》，由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抱云不孤》记述了许多科学高效的学习

方法，跌宕起伏的书法活动，一个个鲜活生动

的故事都能给人以启发、启示。全书分为七个

篇章，从“逼迫学书法”到“启润陇原”，作者将

自己长年研书悟理，在书法教学过程中的所

作、所思、所见均记录在册，涉猎面广，可读性

强，既是作者心性的自然流淌，又是一本可读、

可感、可参考的书法系统教材。

在该书中，作者没有直接讲述书法的各种

练习技法与临摹技巧，而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

对读者加以启发，如从白蕉《兰题杂咏》所获得

对行书的领悟，从赵孟頫《道德经》的临习到对

经书的理解顿悟，从登上泰山对《泰山金刚经》

的实地考察，到对各种书体自然圆融的深入解

读等，均对书法学习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王 鄱）

《抱云不孤》出版

重 推

动 态

风光旖旎的祁连山下。安维民

滴水藏海

书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