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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访谈

从“丝绸之路”到“丝玉之路”

记者：您在新的文化研究课题中，

曾提出过一个新概念——“丝玉之路”，

不知是基于一种怎样的文化研判？

朱大可：“丝绸之路”概念是德国地

理学家李希霍芬在 1877 年提出的。这

个概念虽然很好，但有其观察和表述的

局限性，需要加以改造，才能实现跟历史

真相和中国现实的无缝对接。丝绸是中

国对外输出的主打商品，但除了朱棣式

的朝贡贸易外，所有正常的跨国贸易都

必须是双向的，否则根本无法维持下

去。在“丝绸之路”的概念里，你会发现

它只有输出意向，而无输入意向。

我为此提出一个修正性概念——

“丝玉之路”，或许有助于“丝绸之路”概

念的升级换代。古代中国人把丝绸贩卖

出去，又把中亚和西亚的玉石、青金石、

黑曜石以及各种珠宝输入本土，制造

“丝”和“玉”的远程对流，由此形成漫长

的“玉石之路”。在殷商和周，玉器是国

王跟众神交流的重要媒介，维系着政教

合一的体制。正是这种需求，推动了苦

难的国家跨界贸易。当时，中亚草原上

到处是职业盗匪集团，为防掠抢，玉商把

玉块和珠宝缝在腋下的肉里进行“走

私”。但还是有大批商人被迫面对劫财

取命的命运。“丝玉之路”不是康庄大道，

而是用无数生命铺设的悲剧性道路。

记者：关于丝玉之路的商品贩运模

式，许多学者到今天好像也没能说得很

清楚。这些贸易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如

果它是一种高危行为，那它又如何得以

延续如此漫长的岁月？

朱大可：在整条丝玉之路上，中国人

通常只能把物流做到新疆东部一带，而

更遥远的地方，包括帕米尔高原在内，则

需要吐火罗人（以后变成突厥人）来接

力，由他们把货物转卖给印度人和波斯

人，后者又贩给斯基泰人（以后变为阿拉

伯人），最终到达希腊/罗马人或埃及人

手里。没有哪类人能伴随货物从起点一

直走到终点。由于贸易路线过长，而被

故意分切成多个有限的短线。这种接力

棒策略延长了贸易周期，提升了贸易成

本，引发贸易终端的大规模涨价，例如，

一件中国丝绸的价格会在罗马帝国上涨

数百倍之多。但这种模式拥有一个无法

比拟的优势：每一路段的贩运者，都是其

地盘上的枭雄，他们通常会组成势力强

大的帮派，有效摆平守卫关隘的官员，制

止强盗的致命袭击，以及防止地方疾病

对贩夫和牲畜的侵扰，等等。随着货物

安全系数增大，它们被运达的概率也大幅

提升。货物和贩运者的安全，总是超过价

格指数，成为贸易法则中的第一要义。

记者：“丝绸之路”也好，“丝玉之

路”也罢，都是器物层面的交换，大家的

谈论好像也只限于贸易领域。事实果

真如此吗？难道就没有别的交流？比

如说，有没有出现大规模移民现象？有

没有出现过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

朱大可：正如你所说的，“丝玉之路”

的交流，不仅仅是双向的，而且是多层面

的。它的第一层面当然是物质性的，也

就是以“丝”和“玉”为代表的高端器物及

其技术。第二个就是人种层面，也就是

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尤其是由西向东的

移民运动，这导致东亚地区成为国际移

民的重要聚居区。古史里对此有大量记

载，古人称他们为“戎狄”，分属印欧系的

斯基泰人和雅利安人、印伊系的吐火罗

人、欧系蒙古系混血之突厥人、蒙古系

西亚种的埃兰人等。这些上古移民进

入东亚地区之后，形成民族多元并存和

杂交的优化态势；第三是文化层面，随

着商业贸易和移民步伐，中亚、南亚、西

亚甚至里海和地中海沿岸的文化，包括

政治制度、宗教思想、神话文学传说、美

术和音乐等“精神产品”，大量进入华夏

地区，跟本地意识形态发生碰撞、冲突、

渗透和融合，形成开放性和创造性互动

格局。后人形容它是“百家争鸣”和“百

花齐放”。奇怪的是，许多人只愿意承

认物质层面的贸易和交流，却拒绝承认

人种和精神文化的交流，我不知道这属

于什么逻辑。但正是这种奇怪的偏见，

支配了许多人的天真头脑。

记者：有一本叫做《穆天子传》的古

书，记载了周穆王西征的故事，其中关

于跟西王母见面的段落，是脍炙人口的

浪漫篇章。这本书发现于西晋，过去许

多人认为这是一部假托战国古籍的伪

书，毫无学术价值，但也有学者认为它

虽然有夸张之处，但不失为一部优秀的

历史地理文献，对了解上古中国具有重

要意义。不知您如何看待它在表述移

民、旅游和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朱大可：我同意《穆天子传》是一部

经过后人加工和夸饰的真经。它迫使我

们追问，为什么周穆王要耗费巨大资源去

游玩蛮荒之地？这完全不符合欲望之基

本逻辑。研究表明，穆王西行可能基于下

列几个重要目标：第一，寻找传说中周人

的西亚祖地；第二，开辟一条玉石采购和

输入道路，也就是“丝玉之路”；第三，寻找

传说中的女神西王母；第四才是满足猎奇

式旅游的狂热癖好，而这可能缘于其祖先

的游牧习性。在以上四点里，第一和第

二点至关重要，它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上

古时代跨文化交流的事实。

民族移迁和民族融合

记者：关于民族移迁，中国学术界

的研究比较薄弱，上古民族移迁，更是

一个学术空白。不知您在这方面有何

研究心得？

朱大可：依据人类学对种群迁徙的

描述，似乎存在着这样几种移民/迁徙

模式：第一是摩西模式：移民只有单一的

预设目标，它由领袖提出并受到绝对拥

护，而到达目的地后，全体“下车”并且永

久驻留。这一模式在希伯来人和印第安

人迁徙中经常使用，尤以摩西率领犹太人

离开埃及，越过红海抵达巴勒斯坦，是其

样本事件。而在东亚地区，殷王盘庚西迁

也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面对某种危险

外力（种族战争），这种计划严密的模式，

对保障种群整体生命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是巴士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种群迁徙者结群到达某个预设地点，其

中一部分人（移民 A 群）“下车”，着手开

辟新的生活营地，但还有一部分人（移

民 B 群）继续前行，奔赴下一个站点，而

这种运行路线及其站点是可以无限延

伸的。该模式是建立在种群分裂基础

上的，并跟背叛与忠诚、正义与阴谋的

传说密切相关。

第三是侨居模式：移民全体下车，

安营扎寨，经过一个实验性居住期，其

中一部分人（移民 A 群）选择长期居住，

另一部分人（移民 B 群）因对新家园不

满而重新上路，寻找新家园。这种情

形，也许能够解释中美洲印第安文明跟

殷商文明之间的相似点。

记者：在国际人类学领域里，关于

中国人和其他民族的关联，存在很大争

议。印度学者就声称，中国人起源于印

度，而中国学者则宣称玛雅人是中国人

后代。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

观点？

朱大可：通常争议在于，移民 A 群

的后裔会自认为移民B群的祖先。尽管

印度学者就曾指称中国人是印度人后裔，

但巴士模式的逻辑完全不支持这种论断；

中国人比较热衷于称殷人是玛雅人唯一

祖先，但侨居模式也不能赞同这种说法，

因为移民 A群和 B群之间可能会有血缘

交织，但却不能简单地判定B群是A群后

裔。毫无疑问，移民模式的细分，有助

于厘清上古移民状态的基本逻辑。

记者：先秦时期的民族问题，也是

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难题。古籍上提到

的西戎、北狄、东夷和南蛮，其实都不只

是一些东亚的匆匆过客。他们在华夏

文明结构中，应该扮演重要角色，您是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朱大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大国，

绝不是单一民族的“纯种”族群，而是典

型的多元民族结晶体。王室和贵族多

为“异族”分子，属于你说的戎狄之类，

普通民众的种族成分则更为复杂，其中

绝大部分为本地“土著”（较早定居本地

的移民），较少部分是异种和“土著”的

杂交产物。这种纷繁而开放的血缘身

份，以及广泛吸纳外部精华与能量的能

力，不仅孕育了令人神往的先秦文化，

更令华夏文明得以名列全球“四大文

明”的荣誉榜。

记者：两千年以来，中国大多数朝

代都由所谓北方的“外族人”统治，而真

正属于“汉人”的朝代，只有汉、宋、明

等。这引发了一个有趣话题，那就是谁

才是真正的“汉人”？

朱大可：大多数居住于中原地区的

“土著”，也就是你说的“纯汉人”，其实是

历史叙事的最大盲点。它们来自非洲，

数万年前从越南进入中国，拥有最古老

的殖民历史，并且保留了更多的非洲传

统。但该族群最终却成为沉默的一代，

极少在历史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抑或被

主流史家以轻率的态度而忽略不计。这

是因为，在不断更替的异族王室和权贵

统治下，他们的“祖国”不断被征服和吞

并，有时他们会追随失败的国王逃迁，如

东夷人被周人击败后，向南方逃离而形

成瑶族、苗族与畲族，剩下的则大面积沦

为奴隶，过着《诗经》中描绘的“七月流

火”式的艰难生活，命运稍好一些的，也

是面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平民。周人自称

“国人”，而称当地土著为“野人”，对其实

施种族隔离，专门划出城外的郊野“鄙

地”令其居住。而只有眺望这种社会底

层，才能观看到那些模糊而卑微的身影。

记者：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

观点，最近被国内一些人复制和改写，

而成为一个众声喧哗的议题。但联合

国 近 年 来 一 直 在 倡 导 民 族 谅 解 与 和

解。您的研究，对促进中国文化的输

出，以及促进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有何

种意义？

朱大可：研究“亚洲文化共同体”的

动机，就是为了在文化层面寻找各国之

间的共同价值，并建立文化学习对话的

全新平台。无论如何，向西与印度、伊

朗、阿富汗、伊拉克、中亚五国、俄罗斯、

土耳其、叙利亚和以色列，向东与朝鲜、

日本、中美洲和南美洲，都有深远的民族

史和文化史渊源。按照贸易和移迁路

径，重建一条文化价值纽带，有助于各国

在文化共识基础上的谅解、和解与合作。

文化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制造偏见，

第二是消除偏见。文明也有两种功能，

一种是制造冲突，第二种是制造和解。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在存有差异的文

明之间扮演积极斡旋者的角色，促成不

同文明之间的和解与共赢。从世界范围

看，亚洲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

明，3000年以前本是一家，而现在终于到

了团聚时刻。当然，文明认同的前提，不

仅需要共同的人类价值观，而且需要共同

的文化基因。我的工作，就是找到这些基

因，并且把它公示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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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明和解到文化复兴
——文化学者朱大可教授访谈录（上）

本报记者 王晋军

《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

研究》是本书作者徐稳教授在长期研

究特别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

成的一部力作。这部著作的突出优点

或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有力的学术框架。全书的主

题内容分为六大部分，各部分围绕着

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提升的

主题，分别回答了不同的问题。这些

问题，从“是什么”“为什么”“现实境遇

怎么样”到“存在什么问题”“历史上做

得怎么样”“实践中应当怎样做”，从本

体论到价值论，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

到实践，步步深入，环环紧扣，较好地

体现了内容结构的整体性和逻辑性。

二是深邃的历史眼光。本书较

好地坚持了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的

方法。其具体体现，一是详细考察了

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发展的历

史进程。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是一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

向的历史，也是一部引领先进文化能

力逐步提高的历史，并把它分为三个

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三个阶段：选

择并创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时期、

初步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形态时期、引

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

的时期。这种分期比较客观地反映

了历史的真实，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

见解。二是认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

引领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作

者在考察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对历史

经验做出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明确地

指出，注意掌控文化领导权，重视推

进先进文化创新，重视文化决策调整

和创新，重视先进文化传播阵地建设

等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

发展的宝贵经验。这一概括和总结

较为全面和深刻。

三是强烈的问题意识。作者认

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存

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先进文化原

创力、科学决策能力、传播能力、安全

防御能力和文化领导权建设能力等方

面。这些问题，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四是鲜明的实践观点。这一点，

不仅表现在立足历史和现实实践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更重要的是，针对现

实中的问题提出当下和未来实践的思

路和举措，其集中表现在：提出解决先

进文化原创能力匮乏、决策能力不足、

传播力不强、安全防御能力不足、领导

权建设的能力需要增强等思路和举

措，这些思路和举措多是在总结以往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具有

现实的可操作性。

五是突出的创新性。这种创新性

表现为，一是研究视角独特。在全球

化的视野下，从能力角度研究中国共

产党的文化选择、文化创新、文化决

策、文化传播、文化安全防御及文化领

导权建设问题。二是提出了一些有新

意的观点。比如，作者强调中国共产

党引领先进文化发展要适应全球化时

代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还提出：中国共

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能力在中国共产

党的执政能力体系中居于“软核”地

位，是文化“软实力”战略中的支柱，是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强 国 战 略 的“ 支

点”，因而影响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

目标的实现，应从深层次上强调中国

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建设是国家

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本
有
学
术
理
论
价
值
的
书

——
——
读读
《《
中
国
共
产
党
引
领
先
进
文
化
能
力
研
究

中
国
共
产
党
引
领
先
进
文
化
能
力
研
究
》》

周
向
军

艺术实践证明，要创作生产出一

部优秀艺术产品乃至成为传世经典，

艺术家必须在创作的过程中把握好艺

术主体（人民性）、客体（社会性）、本体

（专业性）、个体（创新性）及其内在的

规律，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与人民

的文艺产品。艺术的人民性、社会性、

专业性、创新性，一直是文艺作品创

作、艺术产品生产的基本法则，认识与

把握好这些艺术的基本属性，对于提

高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能力，提高文

艺创作与生产的质量至关重要。

深究艺术生产创作存在问题的主

观原因，其实质就是艺术工作者在艺

术生产创作中没有把握好主体、客体、

本体和个体的辩证关系，导致了创作

理念出现了问题，生

产 创 作 的 产 品 也 就

不 能 产 生 持 久 的 影

响 力 。 要 正 确 处 理

艺 术“ 四 体 ”的 辩 证

关系，还必须从认识

文 艺 的 本 质 入 手 。

社 会 主 义 文 艺 既 不

完全是列夫·托尔斯

泰讲的“表现自我”，

也不完全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美

即生活”，而是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一

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

而 来 的 呢 ？ 作 为 观 念 形 态 的 文 艺 作

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

反映的产物。”这是对文艺从本质上的

规定，也就是说文艺创作是一个主观

与客观相统一的过程，文艺创作是艺

术家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文

艺产品则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

一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宣传思

想工作，必须讲人民性。坚持人民性，

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 人 民 根 本 利 益 作 为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因此，

文艺创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

社会生活是文艺活动的基础，也

是一切文艺工作者进行文艺创作的前

提，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作品无不是

那个时代生活的表达。只有充分理解

了艺术的这一本质，才能在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基础上，正确

认识艺术“四体”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艺术主体。这里讲的主体，

指整个艺术创作发展史的主体，是马

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文艺观中所指

称的主体，是创造“社会生活”的主体，

也就是人民。这个基本命题决定了艺

术创作必须把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

民，把创造生活的人民大众放在核心

地位和主导的地位。一切艺术活动都

要围绕人民的主体地位这一主轴而运

转，艺术创作要从人民大众的实际需

要出发，不断自觉地调整好艺术创作

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把艺术与人民的

关系作为社会主义艺术事业发展的根

本问题，把艺术的作用植根于文艺与

人民的关系之中。

必须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牢牢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样

我们的产品才能接地气，才能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艺术客体。指的就是文艺所

反映的“社会生 活 ”。 党 的 十 七 届 六

中全会指出，要在艺术上热情讴歌改

革 开 放 和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伟 大

实践，生动展示我国人民奋发有为的

精神风貌和创造历史的辉煌业绩。这

实际上为我们的艺术创作如何反映社

会生活、反映怎样的社会生活 指明了

方向。

改革开放 35 年来，我国经济社会

发生了深刻变革，将这一波澜壮阔的

变革搬上舞台，是我们艺术工作者应

当承担的责任。在这方面，河北生产

创作了一批好的剧目，如河北梆子《日

头日头照着我》、《女人九香》，话剧《雾

蒙山》等。但从总体情况看，这种反映

现实生活的剧目在全省近年来生产的

全部剧目中所占的比重还偏低，历史

戏太多，现代戏太少，而且这些反映

现 实 生 活 的 剧 目 主 要 集 中 在河北梆

子和话剧，京剧、评剧等其他剧种几乎

就没有。这种局面必须扭转，艺术家

必须 把 更 多 的 精 力 用 在 反 映 人 民 群

众的现实生活上来。

艺术产品生产创作的目的是为了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但满足需求仅仅是一个方面，更为

重要的是要引导需求、引领风尚，通过

艺术产品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中，就强调指出要“弘扬真

善美、贬斥假恶丑，培育知荣辱、讲正

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所

以，在创作中，要坚决抵制那种迎合

低级趣味，不注重发挥引领作用，是

非不辨、善恶不分，单纯地以丑为美、

以怪为美的现象。在主题的选择上，

必须旗帜鲜明，弘扬什么、抵制什么

要泾渭分明，决不能含含糊糊、模棱

两可，要坚决杜绝庸俗低俗媚俗作品

出现。

——艺术本体。指的是用什么形

式、方法、技术反映“社会生活”。比如

谈到戏曲表演，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四

功五法”，这就是舞台技术。在创作中

必须突出这一艺术本体，要通过这些

技术手段传递戏情戏理，不仅让观众

欣赏演员表演的 精 妙 ，而 且 更 通 过

精 湛 的 技 术 手 段 ，给 观 众 以 感 动 ，

使 我 们 所 要 反 映 的主题与舞台实践

融为一体。我们强调艺术本体，就是

在 创 作 生 产 中 要 遵 循 艺 术 发 展 的 规

律。就那戏曲来说，不同的剧种有其

不 同 的 美 学 特 质 ，这 个 特 质 就 是 本

体 。 所 以 我 们 在 创 作 中 就 必 须 要 深

刻 把 握 不 同 剧 种 的 审 美 特 质 。 编 剧

要 根 据 题 材 选 择 艺 术 的 表 现 形 式 。

最近，河北省艺术职业学院创排的新

编河北梆子戏《孟姜女》，无论是剧作

文本还是导演处理，无论是舞台的呈

现还是演员的表演，始终体现了河北

梆子独有的悲怆、慷慨的特质。特别

是对于哭板的运用，既符合孟姜女这

一 角 色 要 求 ，又 回 归 了 河 北 梆 子 的

演 唱 风 格 ，所 以 获 得 业 界 和 观 众 的

一致好评。

我 们 在 艺 术 创 作 中 ，既 要 对 优

秀 传统文化怀有敬畏之心，又要有超

越前人、超越自我的勇气，既要遵循艺

术规律，认真继承优秀传统，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又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人

民群众审美需求的新特点，紧跟时代

步伐，体现时代精神。

——艺术个体。这里讲的个体是

指文艺创作的艺术家个人，指的是艺

术家的个性问题，也就是说艺术家如

何反映“社会生活”。个性是艺术的生

命。艺术是一个创 造 和 再 创 造 的 过

程，这一创造过程的起点就是艺术家

自身审美体验，艺术家依据自身的审

美理想和价值取向，并通过对自身生

理和心理形态的反应和体验，产生对

对象形式的感受和感动，这也即是对

客 体 信 息 所 进 行 的 选 择 和 吸 收 。 艺

术 家 的 这 种 独 特 的 选 择 性 和 对 外 部

信息所作出的不同处理，形成了艺术

产 品 的 多 样 性 。 正 因 为 有“ 百 家 争

鸣”，才能实现“百花

齐放”。

这 里 面 一 个 很

关键的问题，就是艺

术 家 的 个 性 化 是 通

过 坚 持 人 民 的 主 体

地位，坚持以人民为

中 心 的 创 作 导 向 实

现的，如果脱离了人

民群众的火热生活，

局限于艺术家的自我陶醉，那么生产

创作的产品也必然是苍白的、没有生

命力的。

艺 术 家 的 个 性 化 要 得 到 充 分 展

示，绝不能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自说

自话，个性化不仅要求异、求新，更要

求真，还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

入生活，用自己独到的视角去挖掘人

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所反映出的时代精

神，惟其如此，艺术家的个性化所具有

的独特魅力才能得到彰显。

综上所述，艺术主体、客体、本体、

个体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四者辩

证统一的构成了一个个完整的艺术产

品。艺术产品的存在方式（即本体）；

艺术产品中再现客观世界部分（即客

体）；艺术产品中表现出作者的情思部

分（即个体）；艺术产品中的深层意蕴

（即主体）。其中主体是整个艺术创作

过程中的主轴、灵魂，艺术创作的客

体、本体和个体都是围绕这一主轴运

行的。只有正确认识了艺术创作的主

体，在创作中才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工作导向，艺术创作才能反映时代

精神，才能去掉浮华、回归艺术本体，

艺术主题与舞台实践融为一体，才能

实现个性化的展现。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

艺术主体、客体、本体、个体的辩证统一
王离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