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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丝路学理论与方法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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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洲

内容提要: 本文简要回顾了中国丝路学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分析了国内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兴起丝路

热的原因，认为主要受到改革开放、媒体宣传、考古文物资料的发现等方面影响，并重点梳理了 80

年代以来关于丝绸之路的定义、本质、内涵、外延以及断代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丝路学的定

义、理论和方法的建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着重介绍了《丝绸之路大辞典》 《丝绸之路辞典》

的编写历程及特点，这也是笔者上述关于丝绸之路及“丝路学”的理论和方法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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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丝路学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丝绸之路学 ( 简称“丝路学”) 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中外学术界丝绸之路研究热
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门热门学科名称，虽然只有部分学者采用，但事实上 “丝路学”或称
“丝路研究”已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十分流行的一门专门学术门类，称之为 “丝路学”，可以说
是名副其实。

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1. 萌芽时期，即清代乾嘉、道光年间西北
史地研究之学兴起，及 1840 年鸦片战争前后，我国开始注重对西方诸国研究的时期; 2. 发展时
期，即清末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西交通史”或 “海交史”“中外关系史”兴起，进行 ( 广义
的) 中西方文化交往研究时期; 3. 兴盛时期，即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丝绸之路研究热的时
期。关于三个时期的研究特点及主要成果，这里不作详细讨论。① 我们所说的学科意义的 “丝路
学”，是在丝路热之后才逐渐建立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内掀起了持续不断的丝路热。丝绸之路无论
在社会普及、媒体传播、推动经济发展、旅游兴盛等方面，或者在丝绸之路理论研究和方法的深
化、内涵的扩展、多学科学者的参与等方面，都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丝路研究与
社会的丝路热相互影响、相得益彰，使丝路热经久不衰，一浪高过一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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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确定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人们物质、精
神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需要，也是更加宽松的学术环境使然。

二是受世界各国尤其是邻国日本丝路热的影响。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出现过四次丝路热。①

其中第四次就是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其特点是检查过去丝路研究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方向等。

此时中国开放，日本到中国西部丝路考察和旅游人数增多，成为影响、推动我国丝路热的一个
重要因素。国内一些学术团体、研究机构，甚至个人纷纷组织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如早在 1981

年中国唐史学会组织的丝绸之路考察、1982 年中国秦汉史学会组织的丝绸之路考察、1984 年青
海省组织的 “唐蕃古道”考察等。中央电视台、《人民画报》编辑部及自然地理、生物、地质
等学科有关研究所、大学等组织的专题考察更是不计其数。1989 ～ 199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多次考察丝路，如 1989 年的沙漠路考察 ( 从西安至喀什，成果已经结集出版) 、 “海上丝绸之
路”考察 ( 由威尼斯至广州、泉州) 、1992 年的 “草原丝绸之路”考察 ( 由土库曼斯坦至哈萨
克斯坦阿拉木图及蒙古国境内) 。中日学者多次合作组织对丝绸之路的考察活动，其中包括对南
方丝绸之路的考察等。1991 年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瑞典国立博物馆、斯
文·赫定基金会，为纪念斯文·赫定诞生 100 周年，举办了 “二十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
术讨论会”。会后，由瑞典、美国、日本及中国学者组成的考察队进行了丝绸之路的考察活动，

等等。

三是媒体的宣传，关于丝绸之路的广播、影视、各种出版物大量出现，使丝绸之路深入人
心，几乎是家喻户晓。

四是新的有关丝路的文物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吐鲁番学、敦煌学的勃兴，也促进了丝路学
的创新和发展。

五是在国内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地处古丝路上的西北各省 ( 区) ，特别是陕西、甘肃和
新疆与沿海省区差距日渐增大，它们提出了诸如 “重振丝路雄风”的口号，寄希望于新的丝路
——— “欧亚大陆桥” ( 陇海—兰新经济带) ，大力开展与中亚、欧洲的陆路贸易，希望重现昔日
丝绸之路的繁华。故而往日的丝绸之路就成为西北各省 ( 区) 乃至全国的文化热点。1989 年西
北各省 ( 区) 联合举办纪念丝绸之路 2100 年的大型活动，1992 年兰州举办了首届 “丝路节”，
1993 年西安、兰州等继续举办了丝路节的活动，1995 年国家旅游局召开西北五省国际丝路学术
讨论会等等。本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议丝绸之路沿线各国集体申请世界人类文化遗产
后，更促进了我国丝路热和丝路研究的发展。持续不断的丝路热，提出一系列理论问题，比如什
么是丝绸之路，它的本质、内涵、外延是什么，如何断代，研究丝绸之路有何意义，等等。对这
些问题的探索和深入，逐渐建构了中国丝路学的理论基础。

二 对丝绸之路的定义、本质、内涵、外延及断代的新认识

20 世纪 80 年代丝路热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接受了“丝绸之路”的名称，一般认为，这一
名称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 F. V. Ｒichthofen) 在 1877 年出版的 《中国亲程旅行记》一
书中提出。它最初是指中国汉代与中亚河中地区、印度之间以丝绸为主的贸易交通路线。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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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在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 ( A. Herroman ) 所著 《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绸之路》①

( 1910 年，柏林) 中，作者对多种文献进一步研究，将丝路从中国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
亚，并确定了它的基本内涵。同时，一批外国探险家在我国西北地区考察，发现了大批与丝路有
关的遗物。他们著书立说，使用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并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这一名称遂
固定下来，成为学术研究一项重要的课题。

最初中国学界对丝绸之路的定义是: “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陆上
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②

80 年代后，学者们对丝绸之路的本质和内涵有了新的认识，认为丝绸之路从本质上讲应是
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然而，它又不仅仅是古代沟通东西方文明交往的贸易通道，其内
涵还扩大到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文化科技交流、民族迁徙与融合等各方面。近几年有学者对
“丝绸之路”的概念史也做了深入的研究。③

丝路含义扩大的另一方面，是交通道路的范围。丝路原来的含义，是指经中亚 ( 西域) 到
南亚、西亚、欧洲、北非的陆上交通道路。可是，近几十年来古代中国与四邻各国的交通道路，

包括陆路、海路，均被统称为丝绸之路。现今的提法是: 原来所说的经中亚的陆路丝绸之路，被
命名为“绿洲路”“沙漠路”; 另有经北方蒙古草原的游牧民居地至中亚的 “草原路”; 经海上
西行的“海上丝绸之路”; 经云南入缅甸、印度的 “南方丝绸之路” ( 西南丝绸之路) ; 甚至包
括由中国向东边的日本及朝鲜半岛的交通道路。上述各种名称的丝路，仅沙漠路、草原路可算作
原来含义的丝绸之路，其余的均非原来意义的丝绸之路了。然而，这些提法已逐渐为人们所接
受，上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路考察即是一例。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丝绸之路视为广义的丝
绸之路。

另有一些学者，为上述各条中西贸易的道路冠以主要流通商品的名称，于是就有称海上丝绸
之路为“瓷器之路”或“香丝之路”; 称从青海经西藏至印度之路为 “麝香之路”; 称草原之路
为“皮毛之路”; 称早期丝路为 “玉石之路”，等等。这些名称与狭义的丝绸之路含义相距更
远了。

在丝绸之路的定义、本质、内涵与外涵、断代等问题上，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而是意
见分歧，争论激烈。2001 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在昆明召开了 “西北、西南、海上丝绸之路
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有学者提出: 传统上认为丝路专指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及新疆通向
中亚、西亚、地中海沿岸的商路的定义，应该是不准确的。丝绸之路应为中国古代沟通中外海上
和陆上以丝绸贸易为标志的通商路线。丝路不止一条，应为每条丝路确定一个具体而科学的名词
( 山东大学吴士英) 。④ 又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本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近半个世纪一直
沉寂无闻，国内外老一辈治中西交通史的学者从未采用过该词。20 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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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陈垣、向达、张星烺等国学大师们，也只采用 “中西交通史” “南洋交通史”或 “海交
史”一类的概念。我国学者大量使用该词，是在 80 年代之后，而且来势汹涌。李希霍芬对 “丝
绸之路”有确指，即从长安出发，经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世界而一直到达希腊—罗马
的这条交通大道。“丝绸之路”不宜过分延伸，招致有路无丝的结果，甚至造成如同某些学者戏
称的那样: “丝绸之路”实际上变成了“一丝不挂”。“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草原
丝绸之路”等，都是晚期的衍生词，它们虽有实用性，但科学性不足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耿昇) 。① 还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中的“丝绸”一词，已不再是中外商业交流史上的商品
———丝绸之狭义，而是一个文化象征符号。所以，丝绸之路是沟通中国与域外交流的一个交通网
络，它包括商业、文化与民族迁徙交融这三大功能，由西北和西南两个陆路网络、陆海相衔的东
北网络与海洋网络四大块组成。丝路始于先秦，下限为明代。交通工具包括驼队、马帮和舟楫
( 云南大学姚继德) 。②

总之，有关丝绸之路的理论问题，中外学者意见不一，但是并不妨碍我们的研究。依笔者愚
见，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的“丝绸”，已经不仅仅是专指贸易商品中的丝绸，正如姚继德所
说，它已是一个文化象征的符号，那些因丝路上已没有丝绸商品流通而怀疑丝绸之路存在的看
法，不尽妥当。关于其断代，我以为西汉张骞出使以前连接中西方文明交往的丝绸之路已存在，

有的学者称之为“前丝绸之路”或“早期丝绸之路”，只是张骞出使才可称为丝绸之路的正式或
官方的开辟，而古丝绸之路的下限可断至 1840 年中国近代史开始前。近代至现代可称为 “新丝
绸之路”或“近现代的丝绸之路”。至于交通道路的延伸和扩展，中外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均认同，我们可以将这些丝绸之路视为广义的丝绸之路。

三 丝路学理论与方法的建构

正是由于丝路热和学界对丝绸之路理论问题的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作为一门学科的 “丝
路学”才基本得以建构。

据笔者的理解，丝路学的定义 ( 概念) ，简言之就是: 研究丝绸之路的一门综合的学科。它
不仅包括古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包括近现代新丝绸之路的研究; 既是基础学科，也是应用学科。

而作为研究对象的“丝绸之路”，其内涵十分丰富: 它不仅是一条中西文明交往的贸易通道，而
且涵盖了通过这条道路连接在一起的中西方及沿途国家民族的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文化交流、

民族迁徙与融合等内容。通过这条道路，历史上因贸易而上演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悲壮的政治
军事场景，诸如张骞出使西域、汉匈祁连山之战、李广利征大宛、隋炀帝西巡、波斯帝国与东罗
马帝国的丝绸战争、唐朝与西突厥的战争、回鹘与吐蕃的北庭争夺战、唐与大食 ( 阿拉伯) 的
怛逻斯之战、蒙古西征花剌子模等等。究其根由，莫不与丝绸贸易或争夺丝路控制权有关。沿途
各国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科学技术等，也是通过丝路得到交流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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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甚至民族的迁徙、往来与融合，也是在丝路上进行的。①

丝路学的研究涉及到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学艺术、民族学，甚至
自然科学的各个门类，如医学、药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比如，从古至今，在丝绸之路上
中西方的各种药方、药物和香料的相互交流，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中国的丝绸、瓷器及造纸术、

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就通过丝路传到西方，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印度
的佛教、天文历法等经丝路传入我国内地，对中国历史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等等。因此，丝
路学是一门包括多种学科的、交叉的、综合的学科。

丝路学不仅包含对古丝绸之路的研究，而且也应包括对近现代的新丝绸之路，特别是当今中
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现代交通、资讯飞速发展和全球
化浪潮，古丝绸之路开始焕发出新的青春和活力。促进沿线区域经贸各领域的发展合作，传承历
史文化，深入开发沿线各国蕴藏的巨大潜力，已具有了成熟的条件。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在以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
区局面，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

1990 年中亚铁路从新疆阿拉山口接入国内铁路网，与陇海线连成一体，西面通达欧洲，从
而开启了新亚欧大陆桥 ( 第一亚欧大陆桥为西伯利亚大陆桥) 。但新丝路亚欧大陆桥的构想和实
施，限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沿途各国的社会制度、管理理念和运作方式差异无法协调统
一等诸多因素，实际上未达到预期的目标。这一时期，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也以建设 “新丝绸
之路”为题，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如 1997 年日本桥本龙太郎内阁提出的 “丝绸之路外交”战
略。又如 1996 年 3 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协议，决定成立四
国关税联盟。1999 年 2 月，塔吉克斯坦加入这一联盟。2000 年 10 月，五国签署条约将关税联盟
改组为欧亚经济共同体。2011 年 7 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参加第二次美印战略对
话期间，第一次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等等。

2013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及党中央向世界各国提出了建设 “一带一路”的倡议，经过
几年的谋划和实践，这一倡议不仅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响应，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授权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重要文件，全文近 9000 字，分 8 个部分。既是中央一年多来对 “一
带一路”倡议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总结，又是一个实践、建构 “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从时
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阐述了 “一带一路”的主张与内涵，

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方向和任务。这一重要文件，可以说是丝路学中当代丝绸之路研究
的重点和创新成果之一，值得进一步研究。

2016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仅三年，在顶层设计、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民心相通，以及全国布局等方面均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这说明 “一带一路”的建
构已形成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局面。总之，“一带一路”不仅推动丝绸之路研究进入一个新
的阶段，而且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复兴和发展，世界和平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等，均有巨
大的作用。而其中关于“一带一路”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关系等问题，均是 “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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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周伟洲: 《丝绸之路与古代民族》，载《“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 ～ 6 页。



学”研究新的重要课题。

新兴的“丝路学”与其他学科一样，研究对象包括古与今、历史与现实，而丝绸之路现实
研究更是赋予这门新兴学科广阔前景和重大现实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说: “当代的丝路学，不只
是面向过去的，也是立足现实、发掘过去、面向未来的。”① 无怪乎近几年来，全国高等院校及
科研机构纷纷成立以“一带一路”或“丝绸之路”命名的研究机构。

至于丝路学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往研究多以历史学，特别是中外关系史，以及地理学中的历
史地理学的视角和方法为主，综合其他学科。新兴的丝路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
除了结合现实、实地调查研究等各门学科基本方法之外，也需要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
学、民族学等诸多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及各种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即多种学科研究的融合，

视具体研究内容有时偏重某一学科的方法，而兼采用其他学科的方法。20 世纪 80 年代后兴起的
一些热门学科，如藏学、敦煌学、吐鲁番学、西夏学、蒙古学、边疆学等，也将丝绸之路作为重
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其理论和方法也将引入丝路学研究，促进丝路学的发展和创新。

以上仅是个人对丝路学理论与方法一些初浅的认识，相信随着丝路学的发展，其理论和方法
将进一步充实和创新。

四 丝绸之路研究的工具书

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催生工具书的编撰，而工具书的出版必将推动学科的发展。目
前国内出版的有关丝绸之路的成果，浩如烟海，而且逐年增多。其中最能反映丝路学理念和内容
的是关于丝绸之路的工具书。国内先后出版了三部关于丝绸之路的工具书: 即雪犁主编的 《中
国丝绸之路辞典》，1994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词 4000 条; 王尚寿、季成家主编的 《丝
绸之路文化大辞典》，1995 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共收词条 12500 条; 由笔者和丁景泰主编的 《丝
绸之路大辞典》，2006 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已出版的三部丝绸之路辞典中，《丝绸之路大
辞典》出版最晚。它集中体现了笔者上述关于丝绸之路及“丝路学”的理论和方法，较为全面、

系统地介绍了狭义丝绸之路的情况，兼及广义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以丝绸之路的内
涵为纲，共分为十五编，每编大致按类 ( 性质或地区、时代等) 分为若干目 ( 人物、海上丝绸
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例外) 。

第一编道路交通，下分道路，工具、制度，汉唐驿馆，关隘、津渡、桥梁等四个目。第一词
条“丝绸之路”为全书总纲，可视为全书的代前言。第二编地理环境，下分山脉，河流、河川，

湖泊、水泉，高原、原、盆地，沙漠、绿洲五个目。第三编政区城镇，下分总述，河南，陕西，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外蒙古，中、西、南亚及欧非地区九个目。第四编政治军事，下分
国别朝代，典章制度、军事镇戍，历史事件三个目。第五编经济贸易，下分贸易与制度，场所与
商人，贸易事件，物产与商品，丝路流通货币等五个目。第六编文化科技，下分文学与教育，语
言文字，石窟艺术，音乐舞蹈，科学技术等五个目。第七编民族宗教，下分民族，制度职官，宗
教，文献典籍等四个目。第八编文物古迹，下分考古学文化、遗址，纺织品，石刻与岩画，青铜
器与铁器，碑铭与碑志，玉器与宝石，金银器，玻璃器，陶瓷器，简牍文书，其他等十一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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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昝涛: 《“一带一路”、“丝路学”与区域研究》，《新丝路学刊》2018 年第 1 期，第 138 页。



第九编方言习俗，下分陕西及内地方言，甘肃方言，青海方言，新疆方言，陕西及内地民俗，甘
肃民俗，青海民俗，新疆民俗等八个目。第十编丝路人物，不分目，按中外人物卒年顺序排列。

第十一编海上丝路，不分目，大致按本书编目顺序排列。第十二编西南丝路，不分目，大致按本
书编目顺序排列。第十三编丝路文献，下分先秦秦汉文献，魏晋南北朝文献，隋唐五代文献，宋
辽金文献，元代文献，明代文献，清代文献，外国部分文献等八个目。第十四编丝路研究，下分
考察探险，研究著作，研究学者 ( 收录已去世的中外学者) 等三个目。第十五编丝路今日，下
分今日陕西，今日甘肃，今日宁夏，今日青海，今日新疆等五个目。书前有分类目录，后附有
《条目汉语拼音索引》以便检索。另书前配有彩色图片 60 余张，书中还插有若干黑白图片。全
书共收 11607 条，2300 千字。

笔者认为，《丝绸之路大辞典》有如下特点:

其一，辞典所收有关丝绸之路的词和事较为全面和系统，不仅包括狭义的丝绸之路交通道
路、地理环境、政区城镇、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文化科技、民族宗教、方言习俗等内涵，而且
对海上丝路、西南丝路亦有所涉及; 并增加了丝路文献、丝路研究和今日丝路的新内容。今日丝
路虽然只收录 2001 年前的词目，现在看来有的已过时，但作为历史保存，仍有一定的意义。

其二，从辞典编纂学看，词目的选择、编排均较为严谨，十五编标题均浓缩为四个字，排列
合乎逻辑; 每编所分的目也较为合理。释词文字简洁，符合辞典文字要求; 且释文格式基本统
一，即词目后为原名或它名，再为定性语，再释词之内容。

其三，辞典词目及释文较充分地吸收了中外学者研究丝绸之路的已有成果，突出表现在对文
物考古新发现和新成果的利用上，如石窟艺术部分词条、新出土的金银器、碑铭墓志等。方言习
俗部分词目及释文也多有新意。

辞典出版后，得到学者、辞书专家及广大读者的好评，并于 2009 年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丝绸之路及丝路学涉及面很广，几乎涵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学
科，决非一部辞书所能包容，加之许多问题尚无定论，因而辞书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后
还需要进一步修改、补充，进一步完善。

到 2014 年，由于丝绸之路及其研究对于今天中国甚至世界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与
陕西人民出版社共同商议，对 《丝绸之路大辞典》进行增订，由笔者及王欣主编，以 《丝绸之
路辞典》之名重新出版。此次增订，主要作了以下工作: 1. 在基本保持原 《辞典》结构、辞目
的基础上，进行认真校对的同时，改正个别错讹的字或句。2. 增加一批图片。3. 增补有关辞目。

原《辞典》辞目选用截止时间是 2001 年，此次增补 2001 至 2015 年的相关内容。其中增补最多
的是“第八编文物古迹”和“第十四编丝路研究”。4. 对 “第十五编丝路今日”作了大量删改
和增补: 删去了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西北五省区的交通、企业、文教等辞目，仅保留 “旅游与
特产”部分; 增加了有关“新丝绸之路”辞目。《丝绸之路辞典》增订本于 2018 年 12 月由陕西
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辞典将上述笔者关于丝绸之路及丝路学的理念贯穿于全书，对 “新丝
绸之路”辞条的增补尽管辞目不多，但对丝路学研究的现实方面予以重点的关注。
《丝绸之路辞典》出版后，颇得学界好评。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武斌发表书评，称此辞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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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篇巨制的 ‘丝路学’奠基之作”①; 历史学者李鸿宾称此辞典为 “一部明了古代中外交往
‘必备’的工具书”②: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万明称此辞典为 “丝绸之路研究百科全书”③，

等等。

通过《丝绸之路辞典》编纂工作这一实例，我们对丝路学这门既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产
生了更深入的认识。过去，老一辈的中外学者为丝路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今在
“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在新的形势下，将丝路学向前推进，

不断创新，让 21 世纪的新丝绸之路为中国及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 作者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责任编辑: 王文洲
责任校对: 陈 霞

·8·

《西域研究》2021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武斌: 《鸿篇巨制的“丝路学”奠基之作———评〈丝绸之路辞典〉》，《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 年第 4 期，
第 194 页。
李鸿宾: 《一部明了古代中外交往必备的工具书——— 〈丝绸之路辞典》书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
年第 2 期，第 128 页。
待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