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载 2

丝 绸 之 路
从蓬莱到罗马

高洪雷

编辑：康源 校对：王培娟 美编：王祯磊

星期二 本期共四版

2020/06/09
主管：中国企业联合会
主办：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

新闻热线：010-68701050

E-mail：kangyuan@zqcn.com.cn

高洪雷
山东新泰人，生于1964

年4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

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员，

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

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自

然资源作协副主席。代表

作《另一半中国史》被译成7

种文字出版，《大写西域》获

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华民

族的故事》被评为年度桂冠

童书，另有《另一种文明》

《楼兰啊楼兰》《名人故事》

等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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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秋后，高元度从登州启程，唐代马队一天差不多走5驿，他抵达1000公里外的洛阳附近时大概

是第15天了。此时的洛阳已被史思明叛军占领，因此他不可能进入洛阳，也就没有留下什么故事，留下

故事的是另一个外国人。

第15天 洛阳

王利博制图王利博制图

一、被围观的“洋鬼子”

1870年仲春，古老的河洛大地比往年
更为缠绵、撩人、婉转。高大的白杨枝叶
繁茂，低矮的桑林绿意婆娑，粉红的杏花
在天边结成云霞，飘零的梨花纷飞着一场
春雪。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对于河南人来说，今年的“人不同”，
是大街上多了个鬼一般的怪物——白皮
肤、蓝眼睛、秃脑门、满脸胡子的“洋鬼
子”。

他叫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来自地球
背面的普鲁士王国，是一个地理学家。

“在人口繁密的大营镇，也不知道他
们是如何得知的消息，反正我们到的时候
已经有上千人在等着看了。以前遇到这
样的情况我们多是落荒而逃，但现在我们
使用了新招数，那就是干脆主动穿大街过
小巷，让他们看个够。人群都欢呼起来，
他们甚至要求我们站到桌子上去，好让他
们看个清楚，这我是无论如何不会答应
的。”李希霍芬在日记中写道。

这样的场景一场接着一场，有的上千
人，有的上万人，不仅围观，而且尾随。李
希霍芬虽不胜其烦，但也知道民众“并无
恶意”，相反还有点夹道欢迎的意味。他
兴致勃勃地考察了洛阳南关的丝绸和棉
花市场，顺便参观了山陕会馆和关帝庙，
感觉“既有意思又很舒适”。

然而，李希霍芬可不是来享受春光
的，因为他肩负着一项不可言传的重大
使命。

1840年之后，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
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闭关锁
国的大清被迫打开国门，西方列强纷至沓
来。普鲁士也向东方派出庞大的使团，试

图与大清、日本、泰国等建立外交关系，缔
结商约。使团中，一个年轻人接受了秘密
勘测选址的任务，他就是毕业于柏林大学
地质学专业的李希霍芬。期间，由于太平
天国运动如火如荼，加上原先承诺资助他
的汉堡银行家突然变卦毁约，他不得不临
时改变计划，乘船横穿太平洋到了北美
洲。1862年至1868年，李希霍芬对加利福
尼亚的地理学考察和采矿业研究，竟带来
了两个意外惊喜：一是间接导致了美国西
部的“淘金热”；二是加利福尼亚的银行家
们表示愿意资助这个“能猜透西部秘密的
普鲁士人”，开展一项旨在发现商业机会
的对华考察活动。按照约定，加利福尼亚
银行控制的上海欧美商会给他提供旅华4
年的经费，条件是：他必须把获取的地理
和地质资料，以及物产、人口、交通、风土
人情等社会经济概况，用英文及时向商会
作专题报告。

1868年秋，他初次踏上大清国土。为
了入乡随俗，他特意在护照上加了个“李”
字，这不仅更为中国化，还与权倾朝野的
李鸿章“攀上了亲戚”。此后四年，他对大
清18个行省中的13个作了地理考察和地
质勘查，足迹遍布大半个局势动荡的华夏
大地。考察途中，他脖子上总是用绳子挂
着一支铅笔，以便随手以绘画的形式将见
闻记录下来。他一一画下路过的山脉和
平原，并从地质学角度潜心研究，进而形
成专题报告呈给普鲁士政府以及资助他
的“东家”——上海欧美商会，他甚至秘密
致函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提出普鲁士“有
必要发展海军以保护这些重要的利益和
支持已订的条约；要求在万一发生战事时
普鲁士商船和军舰有一个避难所和提供
后者一个加煤站”。他还在给父母的信中
表示，对中国“或许最后将不得不使用武
力，那时我之前在中国的考察将会派上用

场了”。来到大清的第二年，李希霍芬就
迫不及待地向普鲁士政府提议，夺取胶州
湾及其周边铁路修筑权，将使华北的棉
花、铁和煤等更为方便地为德国所用。这
样一来，不但将山东纳入了势力范围，而
且拥有了广大的中国腹地。应当说，28年
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普鲁士扩张后的
国名）悍然发兵侵占胶州湾，把山东划为
势力范围，不可能没有李希霍芬的参谋之
功。在德国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提
尔皮茨报请德皇威廉二世批准的出兵计
划中，就多次引用了李希霍芬的考察
结论。

对此，鲁迅1903年在《中国地质学略
论》中指出，李希霍芬“碧眼炯炯”“狼顾而
鹰睨”，实为“幻形旅人，变相侦探”，他向
国人发出警告：“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
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
队。”

可惜，当时没有一个中国官员认为他
是“间谍”。

二、定义“丝绸之路”

做“间谍”居然能做成一个世界级地
理学家，还能赢得被“侦探”国的欢迎和敬
佩，这就是李希霍芬的过人之处。

凭借非凡的敬业精神和严谨的学术
素养，李希霍芬一生出版著作近200部，多
次荣任德国地理学会会长，最终成为近代
地质地理学的先驱。其中，他在中国的考
察成果尤为丰硕，回国后写成了五卷本传
世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
究的成果》（以下简称《中国》），第一个指
出了罗布泊的位置，最早提出了中国黄土
的“风成论”，最先提出了“五台系”和“震
旦系”等地层术语。他把江西景德镇东北
部高岭山一带的陶瓷原料命名为“高岭

土”，这一叫法最终成为世界瓷土的通用
名称。

还有一项特别的贡献，也许连他自己
也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对一条古老国
际商路的定义。

在《中国》第一卷“关于河南及陕西的
报告”中，李希霍芬首次把公元前114年至
公元127年开辟的，从河南府开始，经西域
与中亚的阿姆河—锡尔河地区以及印度
连接起来的古老商路，有几分随意地称为
Seidenstrassen（德文意为“丝绸之路”）。

然而，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的使用
相当有限，只是保守地将它运用在汉代从
洛阳到撒马尔罕的古老商路上，并不打算
把这个概念扩展到其他历史时期，以及欧
亚间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无限广泛的范畴
中。但正是这一随意之举，使他在“丝绸
之路先驱者”的众神殿堂中占据了一个显
著的神龛。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多么令人沉
醉，多么让人向往的表述呀！一提起这个
名字，能立刻让人想起罗马贵妇人身上柔
软、透气、半透明的丝绸，想起远古时期手
牵骆驼在大漠、绿洲之间徐徐穿梭的万千
商旅，想起像绸带一样在高山、峡谷之间
飘动的神奇曲线，想起这条神奇曲线上如
一串珍珠般的绿洲古城。这是一幅幅何
等曼妙，何等瑰丽，何等神奇的画面呀！
其中流淌着东去西往的国使商旅，喧响着
令人捧腹的南调北腔，传唱着永不谢幕的
今古传奇，闪烁着荡气回肠的人文光辉。

对这一定义最为认可的，当属德国学
者阿尔马特·赫尔曼。他在《中国与叙利
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写道，我
们应该把这个名称——丝绸之路的含义
进一步延长通向遥远的西方叙利亚……
叙利亚主要是通过陆路从遥远的中国获
得生丝的。 （下转Z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