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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两千多年前，张骞“凿空”通西域，标志着古代丝

绸之路的正式开通。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的兰新铁

路与哈萨克斯坦的土西铁路正式接轨，架构起了现代丝

绸之路——亚欧大陆桥。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

中亚友邻期间，向哈萨克斯坦及丝绸之路沿线亚欧各国

提出了“弘扬人民友谊，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伟大战略构想，获得了许多国家的热烈响应。习总书记

倡议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

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以点到面、从线到片，逐

步形成区域大合作。这些举措是古代丝绸之路带给世界

的新灵感，更为现实带来了新活力。丝绸之路经济带连

接亚欧大陆，辐射 60 多个国家，惠及 40 多亿人口，必

将成为世界性的战略增长极。

     2014 年 6 月 22 日在卡塔尔多哈的第三十八届世界

遗产大会上，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

共同跨国申请的丝绸之路世界遗产项目正式获得通过。

丝绸之路申遗成功，再次证明世界对丝绸之路的认同，

同时也是对中国提议的认可和深化。丝绸之路已成了人

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它将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正在复兴的

现代丝绸之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经济与文化意义。

    丝绸之路东起古都洛阳、西安，穿越河西走廊，翻

越天山，进入中亚、南亚、西亚直至欧洲地中海沿岸，

贯通亚欧大陆。西安和洛阳都是丝绸之路的辉煌起点，

陕西将以西安为龙头，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开

放的高地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丝绸之路横贯甘

肃 1600 多千米，甘肃凭借战略通道优势，要打造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黄金路段；青海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向

西开放的主渠道，成为绿色通道、战略基地、重要节点；

而宁夏则要增强内陆开放新优势，打造 丝绸之路经济带

重要基地。

QIAN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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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的交流、融合

之路，两千年以来为人类共同繁荣做出了

重要贡献。丝绸之路是人类社会遗留至今

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刻的文化遗产，它

的伟大遗存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是沿线各

民族开拓进取、兼容并蓄的金色印记。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八国相邻，

沟通东西，连接亚欧，是古丝绸之路重要

通道，更是现代亚欧经济文化交流的战略

核心。新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创建和运

作，起着承东启西、至关重要的作用。新

疆又是一片广袤神奇的旅游大天地，有着

反差强烈的独特自然风光，灿烂辉煌的丝

路名胜古迹，异彩纷呈的西域民族风情。

新疆是个好地方，许多特色旅游资源堪称

“中国之最”“世界奇观”。新疆是丝绸

之路经济带上一颗最耀眼的灿烂明珠，是

当之无愧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

          丝绸之路是全世界经久不息的旅游热

线。丝绸之路旅游产品是中国对外宣传推

广的核心产品。未来，国家旅游局将重点

加强政府高层合作，与沿线国家联合打造

具有丝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产

品。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也是民心的纽带，

要以文化（旅游）交流带动经济交流，不

断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引向深入。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之旅》一书，配

合当前国家战略，紧紧围绕建设现代丝绸

之路经济带这一世界性的战略合作大课题

撰写，不失时机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

化交流和丝路旅游服务，同时也为高品位

的丝路旅游文化产业的创建助推加力。

    为了配合“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的

宣传和运作，以及顺应正在涌动的丝路旅

游热潮的需要，本书将撰写四个篇章。第

一篇回味丝绸之路。本篇将深入浅出地准

确给出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学的正确定

义，介绍丝绸之路的历史沿革，还原当年

驼铃叮当古代丝绸之路上一幕幕的壮丽场

景，让读者对古丝绸之路有一个比较全面

深刻的认识。第二篇介绍壮美神奇的丝路

大地、深邃多元的西域文明。该篇介绍壮

丽、独特的丝路自然风光，灿烂辉煌的丝

路名胜古迹，异彩纷呈的西域民族风情以

及名垂史册的西域人物，让读者深刻领会

古丝路自然、人文的异彩。第三篇丝绸之

路中国段节点城市经典巡游。这篇是本书

的重点，将用较大的篇幅，系统而扼要地

介绍中国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五省区，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的景点和民

族风情，将为读者做一次丝绸之路的深度

导游。第四篇丝绸之路联合跨境申遗与中

亚五国丝路文化之旅，该篇属于丝绸之路

跨境出国旅游的内容，它将为国际丝路游

揭开序幕。

        本书的撰写力争做到取材新颖，分析

透彻，文字精准，图文并茂，以期为读者

呈上一本耳目一新的丝绸之路旅游新作。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游客求新、求奇、

求乐，特别是高层次的求知的需求，书中

还将大量穿插诸如作者考察发现、成因分

析、链接、神话故事、基本信息等内容，

以增强本书的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和

实用性。此外，书中在每个景点介绍前特

设一个“画龙点睛”的方框，以突出该景

点之精髓，同时也有利于方便快速游览，

掌握要领，以助读者高品位地进行丝路文

化深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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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疆“三山两盆”孕育了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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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丝绸之路中国段节点城市经典巡游

A 线：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       线路：河南洛阳 —— 陕西西安 —— 新疆丝绸之路北、中、南三道

一、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起始点 —— 

十三朝古都洛阳

（一）十三朝古都 ——洛阳

（二）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龙

门石窟

（三）河南洛阳丝路跨境联合申遗

点简介

1. 汉魏洛阳城遗址（丝绸之路跨境

联合申遗点）

2. 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丝绸之

路跨境联合申遗点）

3. 新安汉函谷关遗址（丝绸之路跨

境联合申遗点）

4. 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 （丝绸之路

跨境联合申遗点）

二、古丝绸之路起点——西安

（一）陕西省基本信息

（二）西安——秦砖汉瓦古城新貌

1. 丝绸之路的原点——丝路群雕

2. 白鹿原上的盘龙——西安城墙

3. 秦始皇陵

4. 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兵马俑

5. 中国历史的缩影——陕西省历史

博物馆

6. 拓 展 丝 绸 之 路 的 一 代 明 君 寝

宫——茂陵

7. 释迦佛骨珍藏地——法门寺

8. 珍藏西域佛典的浮屠——大慈恩寺

与大雁塔（丝绸之路跨境联合申遗点）

9. 小雁塔（丝绸之路跨境联合申遗点）

10.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丝绸之路

跨境联合申遗点）

11. 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丝绸之路

跨境联合申遗点）

12. 兴教寺塔（丝绸之路跨境联合申

遗点）

13. 彬县大佛寺石窟（丝绸之路跨境

联合申遗点）

14. 张骞墓 ( 丝绸之路跨境联合申遗点 )

（三）最炫民族风

1. 荡气回肠的“秦之声”——秦腔

2. 天下第一鼓——安塞腰鼓

3. 关中社火——表演增娱 脸谱争鸣

4. 户县农民画——画乡户县的绘画之梦

5. 凤翔彩绘泥塑——西府人的泥土情结

6. 合阳面花——白面馍馍上的艺术

7. 陕北特色黄土文化

三、丝绸之路天山廊道、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核心区——新疆
（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基本信息

（二）丝绸之路北道（北新道）暨草

原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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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疆东大门——哈密

①哈密回王坟

②盖斯麻扎

③哈密魔鬼城

④柳条河鸣沙山

⑤巴里坤大草原

⑥哈密丝路烽燧

2. 亚心之都——乌鲁木齐

①亚洲大陆地理中心

②乌鲁木齐的象征——红山公园

③乌鲁木齐的最新地标建筑——二道桥

国际大巴扎

④新疆博物馆

⑤乌拉泊古城

⑥乌鲁木齐南山天然风景区

⑦达坂城

⑧白水涧道

⑨乌鲁木齐八景和乌鲁木齐新十景

3. 博格达天池

4. 西方净海——赛里木湖 ( 赛里木湖十景 )

5. 神奇的怪石峪

6. 塞外江南——伊犁

①“奇绝仙境”——果子沟

②惠远钟鼓楼与伊犁将军府

③阿力麻里古城遗址

④秃虎鲁克 • 帖木儿汗麻扎

⑤西北最大的国家一级公路通商口岸—

霍尔果斯

⑥花园城市——伊宁

⑦格登山记功碑

⑧ 丝 绸 之 路 天 山 廊 道 最 险 峻 的 古 隘

道——夏台

⑨伊犁大草原、草原石人、岩画与乌孙

古墓

7. 丝路庭州——吉木萨尔

①北庭古城（丝绸之路跨境联合申遗点）

②五彩湾

③古海温泉

④ 沟 通 丝 绸 之 路 北 新 道 和 中 道 的 捷

径——车师古道

⑤奇台硅化木—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8. 金山银水——阿勒泰

①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要冲——青河

②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

③享誉海内外的高山旅游胜地——喀纳

斯湖

④乌尔禾世界魔鬼城

（三）丝绸之路中道

1. 西汉通西域的古丝绸之路枢纽——楼兰

2. 甜蜜的火焰王国——吐鲁番

①火焰山——全国最热的地方

②“清凉世界”——葡萄沟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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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交河故城（丝绸之路跨境联合申遗点）

④高昌故城（丝绸之路跨境联合申遗点）

⑤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

⑥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⑦苏公塔

3. 梨城库尔勒

①铁门关

②博斯腾湖

4.“西域乐都”——库车

①龟兹古城

②库车大寺

③克孜尔尕哈烽燧与克孜尔千佛洞 ( 丝绸之

路跨境联合申遗点 )

④苏巴什佛寺遗址(丝绸之路跨境联合申遗点)

⑤克孜尔石窟（丝绸之路跨境联合申遗点）

⑥库木吐拉千佛洞

⑦天山神秘大峡谷

⑧新疆的母亲河——塔里木河

⑨塔里木沙漠公路和塔里木河胡杨森林公园

⑩天山神木园

5. 东方“麦加”——喀什

①中国最早的石窟寺——三仙洞

②中国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尔清真寺

③阿帕克霍加墓（香妃墓）

④喀什“大巴扎”

⑤高台民居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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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丝绸之路南道

1. 中国最大的县——若羌

①神秘的“地球之耳”——罗布泊

②龙城雅丹

③世纪之交的惊世发现——神秘的小河

墓地

④丝绸之路明珠——米兰

2. 佛国于阗——和田怀古

①麻扎塔格穿越

②尼雅遗址探秘

③买利克瓦特古城考察

④丹丹乌里克寻踪

⑤于田风情

⑥和田“三棵树”——核桃王、五百年

无花果王和葡萄树王

3. 新疆人口最多的县城——莎车

①莎车王陵

②英吉沙小刀  

4. 丝绸之路东西段的交汇点——塔什

库尔干

①慕士塔格山与卡拉库里湖

②塔什库尔干石头城

③塔吉克族起源地——公主堡

④祖国边境的“西大门”——红其拉甫

口岸

⑤世界海拔最高的公路——中巴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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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185

186

189

193

195

200

202

204

209

B 线：丝绸之路上的黄金走廊 —— 甘肃与丝绸之路的南北支线青海和宁夏

一、 丝绸之路上的景观长廊  ——  
甘肃
（一）甘肃省基本信息

（二）羲皇故里——天水

1. 伏羲庙

2. 南郭寺

3. 玉泉观

4. 麦积山石窟（丝绸之路跨境联合申

遗点）

（三）中国西北游   出发在兰州

1.“金城”兰州

2. 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黄河母

亲”塑像、水车博览园、羊皮筏子、

中山铁桥

3. 甘肃省博物馆

4. 炳灵寺石窟（丝绸之路跨境联合申

遗点）

（四）铜奔马的故乡——武威 

1. 雷台汉墓景区

2. 武威文庙景区

（五）向西域张开中国的臂腋——张掖

1. 张掖大佛寺

2. 文殊寺石窟群

3. 焉支山自然风景区

4. 骆驼城遗址

5. 张掖丹霞地貌——彩色丘陵景区

6. 山丹军马场

（六）地应无酒泉——酒泉市

1. 西汉胜迹——泉湖公园

2. 酒泉鼓楼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七）明长城终点——嘉峪关

1. 嘉峪关关城文化景区

2. 悬壁长城

3. 万里长城第一墩

（八）东方艺术明珠——敦煌

1.“世界艺术宝库”莫高窟

2. 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

3. 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

4. 敦煌阳关文物旅游景区

5. 锁阳城遗址（丝绸之路跨境联合申

遗点）

6. 悬泉置遗址（丝绸之路跨境联合申

遗点）

7. 玉门关遗址（丝绸之路跨境联合申

遗点）

8. 沙洲古城遗址

（九）多姿多彩的甘肃民间风情和风

物特产

1. 甘肃藏民的盛大节日——毛兰木大

法会

2. 鼓声震天唱太平——兰州太平鼓

3. 陇中民间庆祝收获的节日——拉扎节

目 录<<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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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227

229

228

215

215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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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陇东民间艺术的活化石——庆阳剪纸

5. 传承《诗经》的爱情之声——临夏

花儿会

6. 保安族的生存之道——保安腰刀

7. 葫芦上的艺术——兰州刻葫芦

8. 绽放在青砖上的雕刻——临夏砖雕

9. 原始粗犷的庆阳香包

二、江河源头  ——  大美青海

（一）青海省基本信息

（二）西宁及其周边主要旅游景区

（点）

1. 青海门户——西宁

2. 黄教圣地——塔尔寺

3. 东关清真大寺

4. 青海湖

5. 文成公主庙

6. 唐蕃古道

7. 沟通青海与甘肃的古丝绸之路东段

南线之旅

（三）充满奇趣的青海民族风情和多

彩的文化“活化石”

1. 青海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六月

会、纳顿会、尖扎达顿和花儿会

2. 青海文化中的“活化石”——玉树

卓舞、土族於菟、安昭舞和河湟社火

3. 青海艺苑奇葩——盘绣、热贡艺术

和湟源排灯

三、塞上江南    神奇宁夏

（一）宁夏回族自治区基本信息

（二）宁夏回族自治区主要旅游景区

（点）

1. 西夏古都——银川

2.“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

3. 古代游牧民族的艺术画廊——贺兰

山岩画

4. 时空隧道——水洞沟

5. 承天寺塔

6.“东方好莱坞”—— 镇北堡西部影城

7. 塞上明珠——沙湖

8. 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

9. 一百〇八塔

10. 中华黄河坛

11. 中华回乡文化园

12. 中卫沙坡头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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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折漫长的丝绸之路  26 年跨境
联合申遗路
（一）26 年孕育 精心筹划

（二）多年准备突遇调整  改变策略

中国再出发

（三）首次跨境 联合申遗 超大规模 

难度空前

二、中、哈、吉三国“丝绸之路：起
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第一批申报
世界遗产名录清单

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丝绸
之路跨境联合申遗点简介

四、中亚独特的旅游地理环境与辉煌
的丝绸之路名胜古迹

（一）哈萨克斯坦的主要旅游城市与

风景名胜

1. 中亚花园城市——阿拉木图

2. 年轻的新首都——阿斯塔纳

3. 丝路古镇——塔拉兹

4. 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场——拜

科努尔

（二）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旅游城市

和名胜古迹

1. 首都比什凯克

2. 奥什与苏莱曼圣山

3. 李白故乡——碎叶城

五、跟着习近平总书记访游中亚邻邦

主要参考文献

跋

246

249

251

255

272

263

257

246

247

248

261

264

268

276

277

240

第四篇  丝绸之路跨境联合申遗与中亚五国丝路文化之旅

（三）塔吉克斯坦的名胜古迹与民俗

风情

1. 首都杜尚别

2. 塔吉克民俗

（四）乌兹别克斯坦的丝路历史名城

与世界文化遗产

1. 中亚历史文化名城——撒马尔罕

2. 古里阿米尔陵墓

3. 兀鲁伯天文台

4. 沙赫静达陵墓

5. 伊斯迈尔 • 萨曼尼陵墓

6.“石头城”塔什干

7. 布哈拉历史中心

8. 伊钱卡拉

9. 沙赫里萨布兹历史中心

（五）土库曼斯坦的丝路名胜古迹

1. 首都阿什哈巴德

2. 世界文化遗产——尼萨的帕提亚碉

堡

3. 库尼亚—乌尔根奇

4. 古梅尔夫遗址

5. 阿哈尔捷金马

6. 达尔瓦扎天然气坑

13. 丝绸之路东道北段上的红绿六盘

（山）文化——固原（市）

14. 须弥山石窟

（三）浓浓回乡情

1. 宁夏穆斯林群众的精神家园——宁夏

清真寺

2. 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回族生活习俗

3. 回乡的羊肉情结

4. 清真小吃——馓子、油香

5. 回乡茶俗——盖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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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大道、文化走廊和开放之

路。两千多年来，它历经沧桑，见证了无数传奇和

众多国家的兴衰。回溯历史，驼背上不仅有丝绸和茶

叶，还承载着文化和精神。在当今新的时代条件下，

试问，昔日的丝绸之路如何传承？当今的丝绸之路怎

样振兴？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

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

带一路）。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国务院统

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是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

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

中国与欧亚国家区域合作和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项重

要战略部署，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战略意义。这一

宏伟战略构想给古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为

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古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交相辉映。本书以两

千多年前张骞“凿空”通西域，到当代架构亚欧大陆桥，

以及 2013 年 9 月、10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战略构想

开题，将古论今，回顾昔日古丝路的辉煌，总结古丝绸

之路所蕴含的融合、交流、合作、和平发展的伟大精神。

让我们在古丝绸之路精神和古丝绸之路模式精髓的引

领和鼓舞下，以旅游为主要载体，通过旅游开道，务实

合作，重铸现代丝绸之路的辉煌，合作共赢谱写现代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新篇章。

       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已紧锣密鼓地步入

了务实合作的实施阶段，作为丝路起点的陕西西安，

导  引
DAO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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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丝路沿线的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都积极行动

起来，各自做出了在丝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定位工作。

同样，位处亚欧大陆核心地带的新疆也正式进入了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前沿阵地，充任了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的主力军和排头兵。新疆要努力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五大中心，即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

流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技中心、医疗服务中心，

力争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域。鉴于新疆所

处的特殊重要核心区战略地位，以及肩负的主力军、

排头兵、前沿阵地和承东启西连接丝绸之路的重任，

故《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之旅》将重点着墨于新疆。本

书的写作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丝

绸之路联合申遗为主线，以 33 个联合申遗点为重点，

系统而又重点突出地介绍丝绸之路沿线厚重深邃的历

史沉淀和旖旎美妙的丝路风光。本书将立足新疆，适

当兼顾、串联东西两端，即东端中国丝路起始段的河南、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六省区，以及西端的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吐库曼斯坦中亚五国。 

什么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丝绸之路经济带有狭义、中义和广义三层含义。

狭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中国和中亚五国，是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起点；中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横亘亚欧的现代丝绸之路——亚欧大陆桥为纽带，囊

括沿线主要国家，但不包含欧盟 28 国，这是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的重点；广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依托亚

欧大陆桥，将欧盟 28 国涵盖其中，由超过 60 个国家

支撑，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未来方向。

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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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LK ROAD
回 味 丝 绸 之 路

驼铃叮当，羌笛悠扬，经贸要道，文化桥梁。

当昔日的丝路辉煌渐成记忆，“一带一路”

的美好战略构想又让其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对

于世界而言，丝绸之路从此被赋予了新时代意

义。这一伟大构想，使得曾经对世界经济文明

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丝绸之路，以全新的地缘、

经济、政治内涵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更

为建设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提供了

新思路、新途径。构想一经提出，很快就得到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

热烈共鸣、积极响应。中国相关各方，尤其是

丝路沿线各省区也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共建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热潮。今日，以更大力度

开展“国际丝路之旅”，可谓是天时、地利、

人和兼备，把传统的历史丝绸之路与当代的新

亚欧大陆桥、丝绸之路经济带结合起来，打造

21 世纪的大亚欧旅游黄金带，正当其时。那么

什么是历史上的古丝绸之路呢？现在就古丝绸

之路回味一番，不妨对古丝绸之路到底是条什

么样的路提出几个问题。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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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 丝绸之路是什么路？

答 : 是涉流沙、穿戈壁、抗严寒、战酷热之路；是法

显曾经走过的“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以枯骨为标志

的路”。

二问 丝绸之路是什么路？

答 : 是古代中国的开放之路；是中西方友好往来之路，

是连接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国、埃及、印度、

巴比伦等国之路；是商贾贩客熙熙攘攘之路，是朝廷“使

者相望于道”之路；是玄奘西去取经之路，是意大利人

马可 • 波罗远道晋谒元朝大都之路。

三问 丝绸之路是什么路？

答 : 是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之路。通过这条道路给中

国送来了葡萄、苜蓿、石榴、皮革、氍毹和各种珍禽异兽；

从长安西传了造纸、印刷、火药，还有冶铜术、水利灌

溉等技术。通过这条道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医学传

到了西亚，直至欧洲；西方的宗教、杂技、百戏传入中国，

促进了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丰富了各国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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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 丝绸之路是什么路？

答 :是中华民族融合、团结之路。“天

马来，历无草，经千里，循东道”，西

汉朝廷为能得到西域的善马而歌颂；西

域人为能学会植桑、育蚕、缫丝纺织而

高兴。唐朝“十部乐”中就有西域胡人

的龟兹、疏勒和高昌三部乐。诗人王建

唱道“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

乐”，可知内地人学习西域音乐的热

情是何等炽烈。而吐鲁番出土的大量

文书，证明西域人学习汉文的热情是

何等高昂！

     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饱含激情，用如

诗如画的语言，深情地回答了丝绸之路

是什么路的问题，讴歌了丝绸之路的伟

大意义，高度评价了丝绸之路的重大作

用。那么，这条道路在哪里？有些什么

历史沿革？丝绸之路沿线特别是在新疆

有些什么重要的历史遗存？古代的丝绸

之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脍炙人口的故事 ,

时至今日丝绸之路还会有这么大的魅力，

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兴趣？接下来去丝路

觅踪吧 !

         那么，现代丝绸之路又是条什么路

呢？“一带一路”就是一个跨越时空的

宏伟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

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

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

洲经济圈，覆盖约 44 亿人口，经济总量

约 21 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 63% 和

29%，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一条经济大走

廊，是最具发展潜力的一个合作带。

      时光荏苒，一晃两千多年过去了，现

今的丝路上，原本蜿蜒徐行的驼队，已

变为疾驰如电的高铁和可日行千里的高

速公路，九桅十二帆的宝船也被大型集

装箱所取代。而承载着互信、互鉴、互

利等理念的丝路精神经风沐雨，却历久

弥新。

    “一带一路”构想的本质就是继承和

升华古丝路精神，创新区域合作模式。

历史已经并仍将证明，这种和平发展的

鲜明符号能引发不同种族、不同制度、

不同信仰、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凝聚力、

创造力，借助“一带一路”走共同富裕

的道路。

若问新丝绸之路是条什么路，则可回答：

新丝绸之路是一条开放之路，是一条发展之路，是一条和平之路，是一条共赢之路，

是一条安全之路，是一条融合之路，也是一条共同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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