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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新丝路视域下的中巴伊土国际
通道文化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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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巴伊土（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国际运输通道作为“设施联通”的先行者，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骨架，其实质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与发扬，研究该通道的文化价值有

利于从文化的视角挖掘交通通道的软实力。 东汉—贵霜—安息—罗马与中国—巴基斯坦—伊

朗—土耳其在古新丝路上交相辉映，故而通过古新丝路的对比，从通道的器物文化价值、制度文化

价值、载体文化价值三方面剖析通道的文化价值，既可以借古明今，又可以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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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运输通道是客货流的流经地、线路、
运载工具以及管理系统的总和，① 在运输通道

中，运输线路（流经地）是刻画运输通道的基本

要素，中巴伊土国际通道作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重要骨架，起于中国，止于土耳其，途径巴

基斯坦和伊朗，是一条连接欧亚的国际战略通

道。 该通道对内依托长江黄金水道直连我国的

长江经济带，对外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再拓疆。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瓜达尔港举行了开航典礼，
这意味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了全面实施阶

段，在此基础上，继续朝西打通能源储量大国伊

朗以及亚洲最西欧洲最东的欧亚沟通桥梁国土

耳其的通道，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继续

推进与落实具有重大意义。 中巴伊土国际通道

作为“设施联通”的先行者，其实质是对古丝绸

之路的继承与发扬，其间蕴含巨大能量，需要我

们从交通文化的视角挖掘其通道的软实力。
关于文化的定义多达 ２００ 多种，备受推崇

和认可的当属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的功能学说，他认为“文化是一个

组织严密的体系，同时它可以分成基本的两个

方面，器物和风俗，由此可进而再分成较细的部

分或单位”②，“器物和风俗形成了文化的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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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物质和精神的” ①，即其将文化一分为

二，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其包含具体物

（使用的器物和生活消费品） 和无形的思想（观
点、见解、信仰、制度），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

满足人类的需要。 随着无形思想体系中制度文

化研究的日趋深入， 制度文化逐渐从其中剥离

出来并与具体器物和无形的思想并列起来。 由

此看来， 文化可以一分为三成器物、制度、理念

三个子系。 交通文化是亚文化， 同样也蕴含着

三个子系： 即交通器物文化、交通制度文化和交

通理念文化②。 显然，此体系是结合交通行业自

身为出发点衍生出来的，而中巴伊土国际通道作

为国际交通通道，从属于交通行业，故而可以遵

循这一体系展开，但考虑到作为某一具体的交通

通道，在交通理念文化方面既无形的思想方面，
更主要的是起着传播媒介的作用，鉴于此，本文

借鉴交通文化三个子系的同时，将交通理念文化

转化为研究交通的载体文化。 即对中巴伊土国

际通道的文化价值从其器物文化价值、制度文

化价值、载体文化价值三个子系进行剖析，而这

一体系实际是运输通道定义中的四个基本要

素：地带、线路系统（交通基础设施）、载体系统

（运输工具）、管理系统的传承与发扬。③

与此同时，中巴伊土国际通道所涉及的成

员国在古丝绸之路上与汉、贵霜、安息、奥斯曼

及罗马帝国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在研

究该通道当今交通文化价值之前，梳理古丝绸

之路的历史文化价值也显得尤为重要。 从古丝

绸之路的历史来看，中国一共经历了汉、唐、元、
清四次丝绸之路的崛起与复兴，④而古丝绸之路

每一次都不仅仅承载着商流和物流，同时承载

着文化与文明的传播与交流，其文化价值在两

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一、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价值

古丝绸之路全线贯通，起源于公元前 １３８
年张骞（西汉）“凿空西域”，东起汉帝国都城长

安（今西安）经中亚、西亚等国通过地中海，最终

到达罗马帝国。 古丝绸之路作为漫长历史时期

里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各民族文化在其中

奔腾流淌渗透交融。 无论从《史记》对张骞出使

西域、《北史·西域传》宋云西域求经的记载，还
是法显 《佛国记》、玄奘的 《大唐西域记》、马

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 等“古丝绸之

路”的古文献看，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古丝绸

之路的先行者和记录者给我们再现的古丝绸之

路在繁荣欧亚文明中的贡献。 而从古丝绸之路

全线贯通的早期来看，阿契美尼德时期（公元前

５５９—公元前 ３３０ 年）作为第一波斯帝国（今伊

朗），其统治者在其辽阔的疆土上建立的四通八

达的驿道网，在红海等水域进行水路交通的探

索；在亚历山大希腊化时期（公元前 ３３０—公元

前 ３２３ 年），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大军，从地中

海到印度的道路进一步畅通，此时古丝绸之路

的西段已然在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东征的基础

上成型。 以至于汉帝国时期东段凿通，即一旦

张骞进入阿姆河流域，就意味着从中国到地中

海的联系得以沟通，同时也决定了未来丝路的

基本走向⑤。 可见，在古丝绸之路畅通的早期，我
们就可以搜索到波斯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相互融

合的印记，而古丝绸之路的畅通拉开了希腊文

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及后期伊斯兰文明四大

文明交流碰撞与融合的序幕。 正如方豪先生所

言，“希腊发现印度，印度又挟其佛教，而以希腊

文物传于中国，其所经之路线正昔日中国之丝绸

传往于西方之旧道。 但希腊文化之所以能东传，
当上溯其历史于亚历山大时代”⑥。

１．１　 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段中国来看，正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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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所说： “真正能独立成体系、
影响比较大又比较久远、特点比较鲜明的文化

体系，世界上只有四个：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

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希腊、罗马西方

文化体系。”①“新疆在世界上是唯一的一个世界

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全世界再没有一个

这样的地方。”②而敦煌和新疆地区作为中国古

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四大文化体系之所以能在

此汇流，显然应当归功于贯穿其中的古代丝绸

之路，其不仅促成了不同民族的融合，也促进了

不同宗教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目前我国新疆地

区已然形成的多民族融合格局，显然是古丝绸

之路大动脉汇流的结果，其 １６６ 万平方千米的

土地上就居住有 ４７ 个兄弟民族，主要有维吾

尔、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
乌兹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民族。③

同样，中国敦煌的莫高窟也是古丝绸之路因宗

教文化传播留给世人的瑰宝。

１．２　 古丝绸之路的中段

从古丝绸之路的中段来看，例如伊朗古国

安息王朝（公元前 ２５０—公元 ２２４ 年）④，与汉

帝国（公元前 ２０２—公元 ２２０ 年）几乎同时代，
故而曾在时空上与汉帝国在繁盛的丝绸之路

相遇，扮演过境国的地位，其交通枢纽地位促

成了波斯文化对希腊罗马文化和中国东方文

化的兼收并蓄，如波斯中世纪的细密画就可以

寻觅到希腊与中国艺术的影子；比伊朗（安息）
古国建国晚 ２ 个多世纪的贵霜帝国（公元 ４０—
公元 ２６０ 年），⑤今巴基斯坦所在地区处于其管

辖之下，贵霜帝国在中国的东汉时期与罗马、
安息、中国相遇，也曾作为丝路通道中的过境

国，在印度佛教文化的传播方面功勋卓越。 印

度佛教正是在贵霜帝国时期沿着古丝绸之路

的南路回流向东而行，经过罽宾、犍陀罗传至

于阗（今和田）等后至敦煌，印度佛教向西传播

也是途径罽宾，故而在贵霜帝国时期，罽宾是

佛教向中亚和东亚传播的中心枢纽，同样处于

丝路交汇地带的犍陀罗地区，也是各大文明交

流融合之地，犍陀罗佛像艺术正是创新地借鉴

了古希腊的雕刻艺术，形象地展示出了对佛的

信仰与崇拜，这种形象化表达方式更具冲击

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佛教传播，也催生了后

期因宗教文化交流而诞生的敦煌莫高窟；随着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被奥

斯曼帝国打败，奥斯曼帝国（１４５３—１９２２ 年）
是土耳其人建立的一个帝国，在帝国巅峰时

期，也曾作为古丝绸之路过境国，是连接东西

方的必经通道与桥梁，但由于其高额的过境

税，阻碍甚至阻断了东西方的交通，成为了“陆
上丝绸之路”衰败的原因之一。 随着地理大发

现，造船及航海技术的历史进步，使得“海上丝

绸之路” 鼎盛时代到来。 如 “太平洋丝绸之

路”，太平洋丝绸之路代表着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的最后辉煌。⑥

１．３　 古丝绸之路的终端

从古丝绸之路的终端罗马帝国 （公元前

２７—公元 １４５３ 年）来看，正如比利时历史学家

皮雷纳（Ｈｅｎｒｉ Ｐｉｒｅｎｎｅ）所说，如果俯瞰罗马帝

国，首先得到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它的地中海特

性。 帝国的疆土几乎没有超过它所四面环抱的

那个内陆大湖的沿岸地区。 莱茵河、多瑙河、幼
发拉底河和撒哈拉等边远地区形成保护地中海

周围地区的广阔防御圈。 毋庸置疑，地中海是

罗马帝国政治统一和经济统一的保证，帝国的

存在依赖于它对海的控制权。 如果没有这条重

要的交通线，对于罗马世界的管理和供应都是

不可能的。⑦ 故而，我们可以把目光聚焦于汉帝

国畅通丝路之时的地中海，当时还属于罗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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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海”的地中海，由于丝路畅通，地中海通衢

大道的地位更加重要，更增添了罗马帝国的“地
中海特性”。 从地理位置来看，地中海地处欧

洲、亚洲与非洲三大洲交界处，是一片近乎完全

封闭的海域。 其西部经由最窄处仅 １４ 千米的

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通，东北部经 ４２ 千米

长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相望，东南部通过

苏伊士运河沟通红海。 一衣带水的西西里岛和

突尼斯形成屏障，将地中海分割成两片海域：西
地中海（含附属海域第勒尼安海等）和东地中海

（含附属的爱琴海、伊奥尼亚海和亚得里亚海。①

正因为地中海海上交通枢纽地位，在古丝绸之

路的漫长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宗教共存的“信仰

之海”，其沿岸地区是宗教传播的重要路径。 犹

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地中海地区先后诞

生，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冲突是该地区

历史的重要内容。②

综上所述，可见，古丝绸之路在民族融合、
宗教、文学艺术、物质文化等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方面贡献巨大。 也正因为如此，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 ３８ 届世界遗产大会

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

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

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

申遗的项目，这一文化线路的申遗成功，也从国

际社会的角度权威认证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

价值。

二、中巴伊土国际通道的器物

文化价值

　 　 交通器物文化属于交通文化的本源性物质

躯壳和实体性存在，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工具、
方式等等。 这一文化因子承载着人的空间流动

与物质、能量、信息的社会流转的基本职能，集
中物化了交通生产力系统中的渗透性和准备性

因素即交通科技和交通教育文化的优秀成果，
因而是集中体现交通生产力先进性的基本人文

景观。③而交通器物文化又包括：交通基础设施、
交通工具、方式等。 就交通器物文化方面而言，

人类对交通文化的建设早就开始，秦朝驰道、隋
代赵州桥、金代卢沟桥、唐宋时期的驿站等，无
不彰显古人进行交通器物文化建设的丰功伟

绩。④ 本文主要从两条线索来探讨研究中巴伊

土国际通道的器物文化价值，第一条从宏观视

角，将中巴伊土国际通道作为新丝路的代表与

古丝路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从整体的视角回望

人类在交通领域的进步，从而彰显其器物文化

价值；第二条微观角度，聚焦中巴伊土国际通道

本身，研究四国国内及国家间的交通基础设施

及工具等，寻求未来的价值。

２．１　 古新丝路交通器物文化比较价值

从表 １ 古新丝路交通器物文化的比较中，
我们既可以看到古代人类运用工具的智慧———
如伊朗、新疆地区的水利管道坎儿井等，也可以

追溯到古代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所走的草原之

路，以及靠沙漠之舟———骆驼行走的沙漠之路

和靠高原之舟———牦牛渡过的高山雪岭之路等

各种天然线路通道，从中体会到古代人类行走

在古丝绸之路的艰辛，同时更可以看到现代人

类因为技术进步彰显出的新丝绸之路的交通器

物文化价值。

２．２　 中巴伊土国际通道交通基础设施文化价值

中巴伊土国际通道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要面临高海拔高温差等极端复杂的地质及恶劣

的气候条件，如 １９７８ 年修建的喀喇昆仑公路就

曾面临极其复杂的地质及恶劣的气候条件，雪
崩、泥石流、积雪、冰川冻土等一个个考验接踵

而至，这对中巴公路上的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工

程人员都是极大的考验。 正因为如此，各国应

本着“互学互鉴”的态度，学习先进的工程技术，
在学习、整合、凝练中创新。 例如中国目前领先

３４

①

②

③

④

沈世伟、Ｍｏｎｄｏｕ Ｖéｒｏｎｉｑｕｅ：“地中海区域邮轮港口发展研

究”，《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６４ 页。
裔昭印：“地中海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海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９７ 页。
戴生岐、戴岩：“交通文化刍论”，《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２４ 页。
桑业明：“论交通文化的本质”，《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第 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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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古新丝路交通器物文化的比较

比较指标 古丝绸之路 新丝绸之路

线路

无等级路：草地、石

板路、高山路、沙漠

路、驮马小路等；

官 道： 道 （ 驿 道 ）、

路、径、蹊、阡、陌；

管道： 新疆吐鲁番－

坎 儿 井； 伊 朗 坎

儿井。

高速公路；

公路（一级、二级、三级、四

级）；

铁路；

高速铁路；

管道。①

节点

亭、 邮、 驿、 传

（汉）②；

驿、馆 （唐）③；

馆 驿、 递 铺、 站 亭

（宋）④；

站赤（元）⑤；

驿、 站、 塘、 台、 卡、

所、铺等（清）⑥；

口岸。

服务区；

加油站；

高铁站；

口岸（空运口岸、公路口岸、

铁路口岸）⑦；

自由贸易区。

运输工具

人力、骆驼（沙漠之

舟）、马、牦牛（高原

之舟）、毛驴、大车、

小车、手推车。⑧

汽车：客车、载货汽车、特种

车、牵引车及挂车；⑨

火车：整车、零担、集装箱、

班列；

船舶：集装箱船、滚装船、油

气轮、杂货船、散装船等；

飞机：公用、通用、军用等；

管道：输油管道、输气管道、

固体料浆管道。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资料整理而成。

于全球的高铁技术，就是在“互学互鉴”中创新

的结果。 中国的高铁技术从 １９８０ 年以后才开

始论证，在吸收引进他国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创

新，自主研制出时速在 ３５０ 千米左右的高速列

车，居全球领先地位，目前已具有完全的自主知

识产权，已获得 ９４６ 项专利。 而且由于中国地

域辽阔，气候与地质条件非常复杂，中国的高铁

技术在长期的实践上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
在国际通道建设上，应对高海拔高温差等极端

恶劣地质及气候条件的工程项目有先天实战优

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继续推动，作为“一
带一路”建设优先领域的基础设施是实现互联

互通的重要器物保障，中国的“高铁外交”名片

必将沿着丝路一路向西重现昔日中国丝绸的辉

煌。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世界首条高海拔冻土区高速

公路正式通车运营，青海省共和至玉树高速公

路全线穿越冻土区，其中穿越多年冻土区里程

长达 ２２７ 千米，占路线总长的 ３６％，其开通代

表着人类征战高海拔、高寒、高速“三高”公路，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为中巴伊土国际通道

上的公路建设提了供有利的技术支撑。
（１）通道沿线国家内部交通基础设施现状

及合作基础与前景

结合通道本身来看，四国国内交通基础设施

现状对比见表 ２。 从四国国内客货运的统计数据

来看，目前四国都以公路运输为主力，铁路为补

充。 但从国际通道的角度，以现有高铁技术为支

撑，利用集装箱运输，铁路无疑是高效低成本的

运输方式，故而在收集四国交通基础设施现状资

料时，本文仅从公路和铁路的角度收集。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四国的交通基础

设施现状，中国的基础最好，土耳其次之，伊朗、
巴基斯坦再次。 其中，公路路网密度伊朗最低，
铁路路网密度伊朗和巴基斯坦均较低，在体现

铁路技术等级的指标———复现率和电气化率方

面来看，土耳其（１０％、２５％）、巴基斯坦（１５％，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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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８％），指标也过低，伊朗缺数据。

表 ２　 通道沿线国家内部交通基础设施现状对比

基础

设施

类别

评价指标
中国

（２０１６ 年）

巴基斯坦

（２０１４ 年）

伊朗①

（２０１３ 年）

土耳其

（２０１４ 年）

公

路

总里程

单位：万千米
４６９．６３ ２６．４ 约 ２０ ３８．９

路网密度

单位：千米 ／ 百

平方千米

４８．９２ ３０ １２．１３ ４９．６１

铁

路

总里程

单位：万千米
１２．４ ０．７７９ １ １．０４ １．００８ ７

路网密度

单位：千米 ／ 百

平方千米

１．２８７ ０．８９ ０．６３ １．２８５

技术

等级

复线率 ５４．８％ １５％ — １０％

电气化率 ６４．５％ ３．８％ — ２５％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网站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务部网站《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投资指南》数据整

理而得。

故而由上表可知，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铁路

系统不仅面临因密度不足需新建织网，而且因

为其复线率和电气化率不高，面临升级改造问

题；土耳其虽然公路、铁路路网密度高、基础好，
但从土耳其铁路的技术等级看，其极低的复现

率和电气化率表明土耳其未来面临着大量的升

级、电气化改造等问题。 可见，未来中巴伊土国

际通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其他三国需求旺

盛，尤其在高铁领域，中国可以借助中巴伊土国

际通道，将中国的高铁技术逐步融入到中巴伊

土四国的铁路通道建设中。
（２）通道沿线国国家间的交通基础设施联

通现状及合作基础与前景

目前，从中巴伊土国际通道上来看，中国与

巴基斯坦是没有铁路相通的，中巴之间通过喀

喇昆仑公路相通。 由于受地理和气候因素影

响，喀喇昆仑公路不能全年通行，每年冬季有 ４
个多月的时间不能正常通行，从而使中巴陆路

交通中断，对两国的贸易往来和人员交往造成

不利影响。② ２０１６ 年瓜达尔港的启用，预示着未

来中巴之间的人员交往和贸易信息往来更频繁，
现有公路必然难以满足需求，故而中巴铁路的修

建无疑具有战略意义，中巴铁路的走向，从古代

可以参考罽宾古道的线路，罽宾古道是位于现今

阿富汗东部、巴基斯坦北部和克什米尔西北部的

位置，该通道从古至今都是我国进入南亚，通达

印度洋的最短捷的交通线，古丝路上的先行者及

记录者宋云、法显、玄奘等人都是途经此道到达

印度的，故而其走向对于中巴铁路线路走向有重

要参考价值；从现代可以考虑与巴伊土三国已经

相通的铁路通道相对接。 巴伊土三国铁路通道

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开通，首列集装箱货车从伊

斯兰堡出发，经过德黑兰，最后到达土耳其，历时

两周跨越 ６ ５００ 千米，完成了从伊斯兰堡到伊斯

坦布尔之间的铁路贯通，实现了西亚（欧洲）—中

亚—南亚之间的铁路连接。③ 该通道在巴基斯

坦边境通过俾路支斯坦的奎塔，至伊朗边境城

市扎黑丹（Ｚａｈｅｄａｎ）与伊朗铁路相连。 但因为

巴基斯坦与伊朗之间的轨距不同，巴基斯坦为

１ ６７６ ｍｍ，伊朗为 １ ４３５ ｍｍ，在边境之间面临的

转轨问题大大降低了运行效率。 中巴之间铁路

规划在主线到达瓜达尔港的同时，可用支线打

通与伊朗扎黑丹的连接，这样中巴铁路一旦打

通则中巴伊土铁路通道便已畅通，若同时中巴

铁路规划用标准轨道（１ ４３５ ｍｍ），则可实现中

巴伊土国际铁路动脉实现零换轨到欧洲，这与

其他中欧班列通过中亚境内经过 ２ 次换轨才能

到达欧洲，其竞争力不言而喻。

５４

①

②

③

此列数据采用的是商务部 ２０１６ 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投资指南———伊朗》文本中的数据，但在公路总里程处，该
文本中采用的是伊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财年数据为 ７．９８３ 万千米；根据

伊朗道路与城市发展部（Ｒｏａ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ｍｔｏ．ｉｒ）的资料，公路总里程 ７．９８３ 万

公路是未考虑其乡村公路，这与表中另外三国统计口径不一致，
故而此处笔者将乡村公路的总里程加入，得到大约为 ２０ 万千米

的数据；而伊朗铁路总里程该文本所采用的是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财年

的数据。
陈继东：“关于建设中国—巴基斯坦铁路连接线的几点思

考”，《南亚研究季刊》，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第 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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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ＰＫＫＨ．ＴＶ，Ｎｏｖ． ２７，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ｋａｋ⁃
ｈｕｄａｈａｆｉｚ．ｃｏｍ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ｔｕｒｋｅ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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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中巴伊土国际通道交通工具文化价值

从交通工具文化价值的角度，由于蒸汽机

的发明，运输工具产生极大的进步，相继出现了

以蒸汽机为运输动力的机动船、火车，尤其是火

车的发明，人类开始摆脱河流的束缚，陆上运输

的雏形开始显现；尔后，汽车、内燃机车、电力机

车的发明，人类开始现代陆上运输；螺旋桨飞

机、喷气式飞机也相继问 世。 五 种 运 输 方

式———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管道在上一世纪

内全部形成。① 这五种现代交通工具的发明和

不断革新，使得人类一次次更高效地实现人、
物、信息的空间位移，拉近彼此的现实距离，减
小地理位置上的巨大差异，压缩了时空。 中巴

伊土四国及沿线周边国家大体量的运输需求，
必然也会催生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创新。

而结合中巴伊土国际通道具体而言，在铁

路领域对于巴、伊、土三国，首先其国家基础设

施的现代化程度本来就不高，如上表 ２ 所述，那
么作为配套设施的交通工具必然也面临大量的

现代化改造。 如以巴基斯坦为例，在机车车辆

方面，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底，全国铁路机车拥有量

为 ５５５ 台，其中柴油内燃机车约占 ９４％，电力牵

引机车占 ３．５％，其余为蒸汽机车。 投入运营的

客车 １ ６２７ 辆、行邮列车 ２４１ 辆、货车 １８ ６３８ 辆。
由于大部分车辆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产品，现
已处于“超期服役”状态。② 虽然纵向来看，与古

丝路的交通工具相比进步巨大，但横向来看，从
巴基斯坦交通工具比例分布数据，可知其现代

化程度不高，其电力牵引机车仅占 ３．５％，与表 ２
中收集的 ２０１４ 年巴基斯坦的电气化率也仅为

３．８％较为一致，说明从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６ 年

间，巴基斯坦在基础设施及交通工具领域投资

较少，进步迟缓，随着中巴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

的建立，未来巴基斯坦在交通工具方面也存在

极大的提升空间，从而助力未来的经济发展；据
驻伊朗经商参处信息，中国与伊朗在交通工具

方面合作已有多年，早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中车南

京浦镇公司就与伊朗内政部签署 ３１５ 辆地铁车

辆供应协议，目前，根据协议中车南京浦镇公司

已把中国生产的 １００ 辆地铁车辆发运至伊朗，
剩余部分将按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签署的谅解备

忘录在伊生产。③ 由此可见，中巴伊土国际通道

四国在未来的交通工具的升级换代方面也存在

极大的合作空间。

三、中巴伊土国际通道的制度

文化价值

交通制度文化是指人们为了满足交通发展

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协调交通参与者之间关系

的各种准则，最直接的体现是通过交通法律法

规、交通政策等措施进行的路权分配。 交通制

度文化的目标是协调交通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保障各类交通参与者的交通道路权利。④ 即交

通制度文化是交通文化的生态机制，以追求效

率为主旨，以协调交通诸要素间的关系为核心。
中巴伊土国际通道作为多国合作的跨区域通

道，要实现高效率的运作，首先在制度规则制定

方面，四国之间的配合与协调尤其重要；而从参

与人的角度，因其涉及欧亚几大洲，需要更周密

更全面的考虑，且其中的各个关键节点体现着

交通关塞的作用，履行着国家行政管理的各种

职能，也需要统筹思考。 与古丝绸之路相比，可
以看到在运输组织、运输管理、运输安全、运输

协定、运输标准方面的变迁，如下表 ３。
古代丝绸之路多安全危害，除了天灾（风、

雪、寒、暑、旱），还有人祸，特别是抢劫之害，敦
煌吐鲁番文献就有大量的抢劫记录，抢劫者对

丝绸之路的商业运输造成严重的灾难，这就是

６４

①

②

③

④

黄承锋、宾雪峰：“试论运输通道的概念”，《重庆交通学

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第 ５１ 页。
“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现状———铁路” ，中国商务部网

站，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ｐｋ．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ｗｔｏｊｉｂｅｎ ／
ｐ ／ ２０１００４ ／ ２０１００４０６８９２３９６．ｓｈｔｍｌ。

“中车南京浦镇公司与伊朗公司签署地铁车辆生产协

议” ，中国商务部网站，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ｉｒ．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７０３ ／ ２０１７０３０２５３７１１２．ｓｈｔｍｌ。

熊兵、成骁杰：“基于交通文化的国外大城市拥堵治理

策略”，《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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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古新丝路交通制度文化的比较

比较指标 古丝绸之路 新丝绸之路

运输组织
长行坊（唐）、镖局、

商队

公路运输公司、

铁路运输公司

运输管理①

车制 马 政 管 理： 驾

部、太付寺（隋唐）；

路 政 管 理： 工 部

（宋）；

驿政管理：枢密院与

兵部（宋）

兵部与通政院（元）

国家及地区交通管理部

门或公司

运输安全

西域都护府及河西

四郡（汉）②、

安西都护府、北庭都

护府（唐）③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

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④

运输协定⑤

传符、驿券、 过所制

（唐）；

统一运输费率（唐）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

府首脑（总理）关于进一

步开展交通领域合作的

联合声明》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塔什干）⑥；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

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

化协定》（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杜尚别）⑦；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在“丝绸

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峰

会”签署的双边和区域性

汽车运输协定、《国际铁

路货物联合运输协定》、

《国际铁路货物运送公

约》、 《 集 装 箱 海 关 公

约》、与中巴哈吉以及中

吉乌等国签署多边运输

协定等。⑧

运输标准 无

轨距：中、伊、土：国际标

准 １ ４３５ ｍｍ；

巴基斯坦：宽轨 １ ６７６ ｍｍ；

中亚国家：采用俄罗斯标

准 １ ５２０ ｍ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资料整理而得。

“贼破”⑨。 从表 ３ 中可以看出，为保持古丝绸

之路的畅通，无论汉代还是唐代都是通过设置

护都府来保障西域及丝路的安全与畅通，应对

各种安全危害尤其是“贼破”；同时对古丝绸之

路的运输管理也一直很重视，在隋唐时期就形

成了路政、驿政、车制、马政等完善的管理机

构，并在宋元明清等时期经历了发展与变革。
汉唐王朝治理丝绸之路的这些宝贵经验，完全

可以在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中继承和坚持

下去，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有效步骤，进
一步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安全领域

的合作，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

同体。 而目前新丝绸之路上，国家之间的安

全领域合作及一些运输协定大框架已具备雏

形，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双边多边运输安全及

运输协定还有细化深入的空间；尤其在新丝绸

之路的安全上，中巴伊土涉及东方文化和伊斯

兰文化之间的汇聚，但目前存在部分极端伊斯

兰教激进分子的影响，需要防范其中的通道安

全隐患，尤其是“贼破”。 而与此同时，现今一

些已经运行的通道线路的做法也值得我们效

仿，如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全线开通的“渝

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沿线经过中国、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波兰、德国六个国

家，全长 １１ １７９ 千米，耗时 １０ 多天，重庆出发

的货物，通过渝新欧铁路线运输，沿途通关监

管互认，信息共享，运输全程只需一次申报，一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著： 《中国古代道路交通

史》，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２９６、３６５－３６７、４４２ 页。
陈鸿彝著：《中华交通史话》，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８３－１８４ 页。
同①，第 ２３９ 页。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上海

合作组织官网，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 ／ 。

同①，第 ２８１、２７４ 页。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关于进一步开展

交通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上海合作组织官网，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ｈｔｔｐ： ／ ／ ｃｈｎ．ｓｅｃｔｓｃｏ．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

定》 ，上海合作组织官网，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

“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峰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国

公路网，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ｈｉｇｈｗａｙ．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４ ／ ８６８０６６．ｐｈｐ。

王启涛：“古代丝绸之路的灾害治理及其对‘一带一路’
战略的启示”，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 第 ５ 页。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借鉴历史经验创新合作理念，让‘一带一路’ 建设推动各国共同发

展”，《光明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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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查验，一次放行，这样极大地提高了运输效

率；而针对沿途低温难题，重庆研发出 １５ ｃｍ
厚的保温材料，给货物予以保护，从而解决温

度难题；针对货物安全问题研发出集装箱卫星

定位跟踪系统。①

四、中巴伊土国际通道的

载体文化价值

　 　 载体既具有物质属性又具有传递功能，从
文化的角度，其可承载不同的文明，并对不同

文明进行传递。 在文明的传播中，文明是荷

载，交通是载体，载体的形态会成就和制约荷

载的传播。② 毫无疑问，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

文化价值分析中，可知古丝绸之路曾承载了文

明传播与交流的使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战

绩斐然，但在运输规模、运输（传播）速度上却

无法和新丝绸之路相比（详情如下表 ４ 所示）。
例如以古丝绸之路上的骆驼为例，骆驼作为古

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运载工具，是有关丝路出

土文物中永恒的主角，是“丝绸之路的形象大

使”。③ 从运输规模而言，以表 ４ 中的重载列车

最低运量 ５ ０００ 吨为分子，④以骆驼的最大运力

３００ 千克为分母，一列最低运量的重载列车相当

于 １７ ０００ 只骆驼的运量，而且骆驼的 ３００ 千克

运量并未扣除为维持其自身生存必须驼运的食

物和水等基本日用品的非货物重量；从运输速

度而言，以中巴伊土国际通道的公路通道为例，
经初步估算中巴伊土公路通道全长 １１ ０００ 多千

米，汽车运输需 １７０ 多小时，大约 ７ ～ ８ 天的行

程，而以骆驼运输则至少需要 ４２～４８ 天，而航空

运输则不到一天。⑤

可见，在速度和运输规模极大提高的新丝

路背景下，中巴伊土国际通道的打通，将大大增

强中国与巴伊土及周边国家的“互动强度”⑥及

“交往密度”⑦，促进不同区域不同国家间的对话

交流理解与融合，必将再次以更高效的方式促

进各种无形的思想与知识的传播，更好地实现

其文化载体价值，具体表现如下文所述。

表 ４　 古新丝路载体文化价值的比较

比较指标 古丝绸之路 新丝绸之路

运输规模

在主要靠人力、畜力的古

丝绸时代，单匹骆驼或马

所能产生的运力只能以

千克计量。 如：

骆驼（１７０～３００ 千克）

马（１００～１５０ 千克）

在蒸汽机、电力、磁悬

浮推动的新丝绸时代

运力是以吨计量。 如：

汽车运输：客车（１８ 吨

以下）、载货汽车（３ ～ ８

吨）、 牵 引 车 及 挂 车

（２００～３００ 吨）、铁路货

运：重载列车（５ ０００ 吨

以上）。

运输速度

人（５～６ 千米 ／ 时）

骆驼（大约 １６ 千米 ／ 时）

马（１５～６０ 千米 ／ 时）

公路运输最优速度（５０

～１００ 千米 ／ 时）；

铁路运输最优速度：

（１００～３００ 千米 ／ 时）；

磁悬浮列车（３００ ～ ５００

千米 ／ 时）；

航空运输的最优速度：

（５００～１ ０００千米 ／ 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资料整理而得。

４．１　 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互动交流与融合

在美国学者拉铁摩尔（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看

来，丝绸之路正是多种文明相汇的“过渡地带”，
并且作为一个文化的“贮存地”，在不同民族的

互动互为过程中，这一地带呈现出一种多元文

化相互交错的开放性和杂糅性。⑧ 正如上文所

述，古丝路起点段和终点段：新疆、地中海地区，
已形成各民族交流融合格局。 中巴伊土国际通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渝新欧的崛起”，华龙网，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ｃｑ．
ｃｑｎｅｗｓ．ｎｅｔ ／ ｃｑｚｔｌｍ ／ ｎｏｄｅ＿２４６６６７．ｈｔｍ。

管楚度、龙科军著：《“一带一路”关键交通节点区位分析

与开发》，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１９ 页。
石云涛：“汉代骆驼的输入及其影响”， 《历史教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第 １０ 页。
黄世玲主编：《交通运输学》，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

版，第 ２、１８、２９５ 页。
同④，第 ２、２８２ 页。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１８６。

Ｊｏｈｎ Ｒｕｇｇｉ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 －
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８，ｐ．１５１。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５６－１６４ 页。



第 ５ 期　 王成福等：古新丝路视域下的中巴伊土国际通道文化价值研究

道作为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发扬，完全可借

助新疆地区、地中海地区等，以这些好的历史传

统格局为跳板，借助于现今交通技术带来的更

便捷的时空效应，更高效地实现中华民族同巴

伊土国家民族更好的互动与交往，以及带来的

更广阔的四大文化体系的互动与交往，从而增

进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合作，最终实现费孝

通先生所描绘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

共，天下大同”①的局面。

４．２　 有利于推动宗教文化的交流

与古丝绸之路类似，中巴伊土通道的打

通，必然会推动宗教文化的传播。 在通道上，
无论是巴基斯坦、伊朗还是土耳其，其穆斯林

人口均占总人口的 ９０％以上，毫无疑问，这条

国际通道是伊斯兰文化的枢纽地带，是中国

东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交汇地带。 但作为

共同拥有伊斯兰文化的巴基斯坦、伊朗、土耳

其三国，互相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 巴

基斯坦、土耳其两国是以逊尼派为主体，而伊

朗却是以什叶派为主体；进一步而言，巴基斯

坦、土耳其两国之间虽然派别相同，同为逊尼

派，但在政教是否合一上，又存在差异。 这些

共性和异性，必然会带来交流中的共鸣和冲

突。 中华民族的儒家文化极大的包容性，将
在不同宗教教派中起到“和合”的作用，能够

有效增强文化感染力和道德影响力。 如今，
以传统儒家精神为中心的汉文化圈对世界正

在产生积极的影响。

４．３　 促进旅游文化的发展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是跨

国系列文化遗产，属文化线路类型。 它经过的

路线长度大约 ８ ７００ 千米，横跨欧亚大陆，申遗

的 ３３ 个遗产点申报遗产区总面积 ４２ ６６８． １６
公顷，缓冲区总面积为 １８９ ９６３． １３ 公顷。 显

然，“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的成功带来了旅

游新机遇，在丝路起点和中亚之间蕴藏着巨大

旅游宝藏。 而中巴伊土国际通道的打通，依托

现代人类的交通技术，其高效的交通运输能

力，更方便了人们的出行，解决了人们沿线旅

游的空间转移，突破了人们长线路旅游的效率

瓶颈，从而拥有打开这一宝藏之门的钥匙，而
这一钥匙在主要靠马和骆驼运输的古丝路时

代是没办法实现作用的。 与此同时，中巴伊土

国际通道沿线国自身丰富的自然与人文风光

资源，也增添了其旅游的魅力，例如根据世界

经济论坛 ２０１７ 年的旅游竞争力排名的情况来

看，在参评的 １３６ 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 １５，在
人文与商务资源分项中排位世界第 １，在自然

资源中排名第 ５，②可见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

自然与人文景观；巴基斯坦与新疆接壤的巴尔

蒂斯坦又称小西藏，周边有世界 ６ 大雪峰，雪
山脚下是巴基斯坦最安全的地方———罕萨。
罕萨又称香格里拉，是世界公认的未被探索的

世外桃源；伊朗同样是文明古国，历史悠久，作
为曾经的丝路枢纽国，各国文明交融的历史遗

迹遍及全境，如霍尔木兹、郑和下西洋三次到

过的地方等。 土耳其也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

历史的古国，有伊斯坦布尔、特洛伊等历史古

城。 目前通道四国政府都在极力推进旅游业，
可以预见，随着中巴伊土国际通道的畅通，并
挖掘四国在古丝路上的历史人文价值，实现古

丝路鼎盛时期东汉、贵霜、安息、西罗马四大帝

国与现今的中巴伊土四国交相辉映，延续“长

安—天山廊道”文化线路遗产价值，举四国之

力打造文化线路，必会吸引更多世界各国

游客。

五、结　 语

绵延万里的古丝绸之路，经过几千年的历

史积淀下来的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是人类文明

的宝贵遗产，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 中巴伊土

国际运输通道植根于古丝路精神的土壤，以现

９４

①

②

费孝通著：《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４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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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交通技术为依托，无论在器物、制度还是载

体价值上，都值得我们去挖掘繁荣通道的遗传

密码，重现丝路之辉煌。 （１）在器物文化价值

方面，中巴伊土四国应该在学习历史经验的基

础上，“互学互鉴”各国先进的交通技术。 在基

础设施建设的选线方面，丝路古道的走向往往

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如罽宾道不仅是已建成的

中巴公路参考的重要线路，而且规划中的中巴

铁路也可以参考罽宾道走向，同时结合现今的

瓜达尔港的建设以及与已通巴伊土铁路通道

相对接，中巴铁路一旦建成，则可实现中巴伊

土国际铁路通道的全线贯通，若中巴铁路采用

国际标准轨 １ ４３５ ｍｍ，便可实现东亚—南亚—
西亚—欧洲无换轨全线贯通，则此铁路动脉的

竞争优势显著。 另一方面，中巴铁路与瓜达尔

港的连接也可实现铁水高效联运；（２）在制度

文化价值方面，我们也应秉承丝路精神，如学

习东汉时代，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四国：东汉—

贵霜—安息—罗马，正好可以近似看成是今天

的中巴伊土四国在丝路时空中的相遇，借鉴当

时的四国是如何制定与协调制度，最终得以保

障丝路的通畅与安全。 而目前，尤其在交通制

度文化方面，我们研究的更多的是在区域内或

一国之内的制度，而在跨区域跨国界之间，以
国际公共品的视角，研究如何形成高效协调制

度，这需要我们在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 （３）
在载体文化方面，中巴伊土国际通道的打通本

身就是一个福泽四国及周边沿线国家的民生

工程。 随着通道的畅通，各国无论官方还是民

间的互动强度和交往密度都会大大增加，在民

族交往、宗教及旅游等方方面面影响深远，且
在未来的互动形式上会更加丰富多彩，如增设

孔子学院、智库合作与交流、国际联合办学、学
历互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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