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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丝绸之路》：
重抵历史现场，与古人“神交”

《从唐诗走进历史》带你更细致地“看见”唐朝
“以诗证史”，即以诗歌为材料考证

历史，这是现代史学家颇为推崇的一种
治史重要途径和方法。史学大师陈寅恪
先生就主张“诗史互证”——在传世文献
内部将诗歌与历史互证。

以诗歌的方式“看”唐朝

唐代是中国传统诗歌发展的黄金时

期，留下了大量的传世诗篇。这些诗篇

歌颂了大好山河，抒发了诗人的胸怀志

向，同时也包含着丰富多元的历史、社

会、文化信息，能够帮助今天的我们了解

当时的历史风貌，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研

究素材。一首诗最出彩、最打动人心、流

传最广的句子，往往被称为“诗眼”。学者

们发现，研究历史需要寻找的“历史眼”，

往往与“诗眼”重合。

比如从杜甫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

邑犹藏万家室”诗句，还原大唐曾经的繁

盛；从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

马度阴山”，可以了解唐代社会的经济、

地理分界线；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

人知是荔枝来”则对唐朝完备而快捷的

交通网络有所熟悉等等。诗歌虽然不

能穷尽历史，却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历史

的生动。

由新星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从唐诗走

进历史》，是一本优秀的史学通识作品——

用诗歌的方式带领大家更清晰“看见”唐

朝社会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唐朝的官制、

科举、城市风貌、文化生活、交通运输、赋

役制度，乃至社会结构变迁等等。

从诗中发掘宝贵的历史信息

这本书的作者宁欣是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教授，曾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

长，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五代史、中国古

代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城市史。在这本书

中，宁欣教授以多篇优秀唐诗为文本分

析对象，引导大家从“乌衣巷”的夕阳去

了解中古时期社会阶层之大变动，从看

不尽的“长安花”了解科举制的前世今

生，从江州司马何以湿“青衫”去分析唐

代行政官员的相关情况，从“夕贬潮州路

八千”看当时贬官、监察等状况，从春风

十里与西湖歌舞剖析唐宋城市风貌变

迁，从“一骑红尘”分析唐朝的交通运输

管理。

元稹在《估客乐》中写道：“求珠驾沧

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

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

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

近程。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

“估客乐”为乐府歌名，包括李白在内的

许多唐代诗人都以此为题作诗，但元稹

这首最为人所称道。诗作文字充实而丰

满，对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描写具体真

实。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

会，重本抑末、重农轻商不仅体现在制度

和各种政策上，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价

值观。

宁欣从这首诗中发掘出宝贵的历史

信息，“这首诗将商人南上北下，到处搜

求珍奇物品，长途贩运，最后汇聚到长安

城来兜售或寻找更多商机的场景呈现在

我们眼前。这种场景的背后，是以长安

为代表的唐朝城市商业的兴盛，城市广

阔而具有辐射性的市场为商人提供了无

限机会。商人势力的壮大也在慢慢改变

着社会阶层的结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刘珈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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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提到“丝绸之路”，你能想到
的是大漠黄沙，还是骆驼商

队？古往今来，张骞、班超、斯坦因、斯
文·赫定……不同的人，用自己的生命或
者文字在这条亚欧古道上留下印记。作
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商路之一，“丝绸之
路”一直为世界瞩目。人们对丝绸之路
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奇妙想象，但关于丝
绸之路的各种确切路线细节，不少人并
不特别清楚，有待专家深入细究。

精准复原丝绸之路路线

近日，《这才是丝绸之路——重抵

历史现场的行走》由中信出版集团出

版。这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教授侯杨

方的一本历史地理考察记录。在一次

帕米尔高原观光中，侯杨方被古称“葱

岭”且为丝绸之路重要交通枢纽的美景

所震撼，他带着疑问和好奇开始了对

“丝绸之路”的深入探究与考察。侯教

授在对《史记》《汉书》《大唐西域记》，以

及近代探险家的记录等资料解读和研

究的基础上，历时10年，对丝绸之路进

行了超过20次、累计行程3万公里的实

地考察。他采集精确的地理位置、路线

轨迹及影像资料，精准复原历史上多条

丝绸之路路线，精确定位了多个丝绸之

路上的重要地标。

《这才是丝绸之路——重抵历史现

场的行走》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总

述作者丝路研究的缘起和背景，定义究

竟何为丝绸之路，以及地中海文明对中

亚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丝绸之路

的起源与变迁，汉唐经营丝路、设置烽燧

和邮置的始末；第三部分选择丝路上的

重要地标——河西走廊、罗布泊、楼兰，

对汉唐以来的丝路发展及其在地理、军

事上的重要性进行概括总结；第四部分

是对丝路的最高点及枢纽“葱岭”的概

述，并在此跨越多国国境，复原了唐高仙

芝远征路线，呈现剑末谷、瓦罕的壮丽景

致；第五部分主要描述西域各国，即今中

亚各国的地理和历史，根据《大唐西域

记》的记录，以玄奘取经路线为线索，串

联起西域诸国，展现丝路所经图景。

用10年时间考察丝绸之路

在研究中，侯杨方发现不少人对“丝

绸之路”的想象还停留在一个个孤立的地

点上。学界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不少也

以纸面研究为主，到实地考察的人相对较

少。这启发了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史、人口

史以及历史地理的侯杨方，他萌生了一个

崭新的想法：精准复原丝绸之路。

何为“精准复原丝绸之路”？侯杨方

提到，实际上就是“把纸面上未经证实的

资料只当作线索而不是证据，然后到现

场还原、验证，用现场的地形、地貌去验

证纸面上的资料记录，或者探寻它们之

间有什么样的差异以及背后的原因”。

做到精准复原并不简单，它要求你必须

进行实地考察，且要提供考察的GPS定

位和轨迹，并予以公开，供大众进行重复

性检验。

2011年初遇帕米尔，2012年提出精

准复原丝路，2013年4月，侯杨方便率领

复旦考察队开始了第一次丝绸之路（帕

米尔高原段）考察。这样的实地考察持

续了十年。十年间，侯杨方通过对丝绸

之路经过的境内外地区采集了大量的地

理信息数据以及影像资料，精准复原了

多条丝路古道，集成制作了第一套“丝绸

之路地理信息系统”，让历史精确到每一

个山口、每一条河谷。

在“精准复原”这一学术概念创造与

实践之外，侯杨方用广博的知识面和平

易近人的语言，带读者走近曾奔波跋涉

在丝路古道上的诸多前人，将他们从历

史的高阁中解绑，回归日常，回归常识，

变得有血有肉。书中还有更多关于张

骞、班超、斯坦因等人的轶事，这些在历

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前人们，其实有血

有肉，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跨越时

间，同我们重逢于丝路之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义庆撰写的一

部文言志人小说，书中记录了自汉魏到

东晋时期的各种奇人奇事，鲁迅先生称

这部书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由于作

品中人物众多，而且其言行零零散散地

存在于不同门类，人名称谓也纷繁复

杂。如何把一个人放到具体的时代背景

里、感受人和时代的互动，对普通读者而

言，是一个不小的阅读门槛。

作家刘勃擅长以现代视角解读古代

的经典作品，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还

原、发掘历史中被人忽视的细节。近日，

刘勃解读《世说新语》所写的历史随笔作

品《世说俗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中，刘勃在以往的学术研究成

果基础上做了大量梳理、转换工作，用接

地气的叙述风格，讲述阮籍、嵇康、王羲

之等魏晋名士的行为逻辑以及人物故事

背后的深意。他以《世说新语》文本为基

础，参照《晋书》等相关历史资料，进行精

准考据，将魏晋时期诸多名士放进具体

历史背景中进行解读，并展开多重线索

的想象与推理，以更多元的视野来诠释

魏晋时期的风流与苍凉。

司马昭为什么在竹林七贤中只杀了

嵇康？让梨少年孔融的人生以怎样的方

式收尾？王羲之对《兰亭集序》是如何评

价的？曹操在《世说新语》里的形象是怎

样的？如果《世说新语》与正史《晋书》产

生冲突，你到底该信哪个？

《世说俗谈》分为“汉魏易代与始畅

玄风”“竹林七贤”等五大章节，以人物为

中心，按照其活跃的年代为顺序，重新解

读《世说新语》，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

的视角。“俗谈”中的“俗”意味着把仙气

飘飘的人拉回到世俗社会中来，破除《世

说新语》所带来的名士凌驾于世界之上

的错觉。在《世说俗谈》中，历史上闪闪

发光的人物，诸如王羲之、阮籍、嵇康等

名士，也有他们渺小的一面。在刘勃的

笔下，许多人可能未曾听说过的人物，比

如赵至，也能闪耀出自己的光芒。

刘勃认为，现代读者可以与千余年

前《世说新语》里的名士共情。“当受到了

更丰富的物质文化滋养后，尽管社会地

位有所差距，但人类的细腻感受是相通

的。当我们抛弃特别有差别感的东西，

只从人内心细腻的地方、微妙的地方去

品味的话，我们确实可以和《世说新语》

中的名士感到很多相通的地方。读书不

是为了找彼此之间不能兼容的东西，而

被打动的那一瞬间往往是最宝贵的。”

刘勃在写作中运用了不少口语。他

认为，正是口语在不断地给文化传统、文

学传统提供活力。一方面，雅致的语言

是相对稳定的传承；另一方面，口语又不

断地在提供新鲜的血液。两者完美融

合，这才是文学的活力所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刘珈汐

《世说俗谈》：接地气地解读名著《世说新语》

《这才是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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