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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絲綢之路指自上古時期陸續形成的貿易及文化交
流線路，分有陸路和海路。由於古時的政治、經
濟和文化均以西安為中心，所以西安便成為了絲
綢之路的起點和終點。 
  
時至今日，古代絲綢之路的作用雖已漸漸式微，
但自二零一三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提出「絲綢之
路經濟帶和廿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
帶一路」）的 經濟合作概念後，「絲路」又再成
為中外關係的重要概念。 
  
現就古今絲路對中國的經濟、宗教及文化交流的
影響，分析如下： 





（二）絲路的經濟交流： 

首先，絲綢之路的經濟發展從古至今有很多不同的
改變，例如：物產交流、機構、新城市出現及消失、
外交方面等。 

古代絲綢之路於漢至唐時最為鼎盛。古時的貿易主
要是交流物產，當時中國從西域引進許多動植物品
種，又自歐洲傳入玻璃製造技術、寶石、香料等；
而中國主要是輸出絲綢、瓷器、茶葉等，而「中國
四大發明」也是經絲路輸出至西域，甚至到達歐洲。
歷代中國政府都為了保護絲路而作出種種的努力。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source=imgr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zhNH5tc7JAhWGn5QKHf-pBNkQjRwICTAA&url=http%3A%2F%2Fwww.epochtimes.com%2Fb5%2Ftag%2F%25E9%25A6%2599%25E6%2596%2599.html&psig=AFQjCNHPrrWmuTmdK28otCMqE13snfOeng&ust=1449738243957831


絲路的發展亦造就了新城市的出現及帶動地方的發
展，例如：高昌、統萬等。另外，古代絲路經濟的
發展也有助改善外交關係。例如東漢時期康居與中
國通聘。 

  

時至今日，「一帶一路」的構想是希望各國經濟更
緊密，主要與沿路國家及地區建立經濟合作夥伴的
關係。中國亦成立了管理它的機構：「推進『一帶
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但現今交通方便，網
路發達，陸路並非唯一貿易途徑。而不少因絲路而
發達的城市，今日亦已經消失了。 

  

總括而言，古絲路貿易以物產交流為主，現今主要
是經濟合作。不過，古今不變的是，中外政府為了
發展經濟，都與外地保持良好的外交關係。 



  古 今 

物產
交流 

中國﹕絲綢、瓷器、造
紙術、印刷術等。 

歐洲﹕玻璃製造技術、
寶石、香料等。 

主要是經濟合作，例如
中國投資到國外。 

城市 出現﹕高昌、統萬等。 消失﹕樓蘭。 

機構 漢朝﹕西域都護府。 

唐朝﹕安西都護府。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工作領導小組。 

外交 絲路經濟的發展也令外
交關係變好，例如東漢
晉時期康居中國通聘。 

已有友好關係。 



（三）絲路的宗教交流： 

  

西安作為絲路之起點和終點，亦成為了外來宗教
（如佛教、伊斯蘭教和早期基督宗教）輸入中國的
橋頭堡。而絲路亦使中國成為世界各大宗教的集中
地。 

  

天竺的佛教雖早於絲路出現於世，但佛路因絲路而
走向中國，亦走向世界。據文獻記載，佛教是經中
亞細亞及新疆到達中國。隨着佛教逐漸在中國，各
人對佛經的翻譯及理解不盡相同，於是產生了到訪
佛教聖地——天竺的想法，而唐代的玄奘法師可謂
西行求法的代表人物。當今西安隨處可見有關佛教
的建築，如大慈恩寺中的大雁塔和不同的佛像等。  



其次，伊斯蘭教亦在一千三百多年前通過絲路傳入
中國。在西安，我們可見大清真寺及回民街等與宗
教相關的歷史事物，而西安流行的羊肉泡饃、蘭州
拉麵等食物亦是藉伊斯蘭教而傳入中國的。此外，
於公元七世紀時，伊斯蘭教還帶來了醫藥學、數學、
天文學和曆法等。當時，中國穆斯林吸收了外國穆
斯林傳入的知識，並加以研究和運用。 

  

古代絲路有較重宗教傳播的功能，而現今「一帶一
路」的構想則以經濟及戰略為主，宗教交流最多祇
屬間接及次要的影響。 



（四）絲路的交化交流： 

古今絲路在文化交流的作用大致可分為技術、飲食、
貿易三大方面。 

在飲食方面，不同食品通過絲綢之路 

而傳入了中國，例如：香料於漢唐時 

傳入。因此，我們在絲路的起點及終 

點—西安的各處都能看見不同風味的 

食物，例如在西安的回民街上，我們 

就能品嚐與回族相關的食品。 

在技術方面，通過絲路而從西方引入中國的技術可
謂五花八門，例如來自大秦波斯的織品技術及染布
的技術等。同樣，中國也輸出大量技術到西域，例
如開井術、煉銅術和「中國四大發明」等，間接影
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 



在貿易方面，通過絲綢之路而傳入中國的物產包括
農作物，如：葡萄、胡瓜、胡椒等，另外亦有珍寶，
如：瑪瑙、水晶、朱丹等。而絲綢之路發達的同時
亦會影響附近一帶的發展，不單吸引更多居民在當
地落地生根，亦帶來不少商機。 

 

總而言之，古代絲路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具有重大意
義和作用；而現今中國「一帶一路」之構想，則以
經濟和戰略為本，文化交流只屬間接或附帶功能。 



（五）總結： 

總的來說，自漢代「張騫通西域」開啓陸上絲綢之
路，到明朝「鄭和七下西洋」更是將海上絲路推上
高峰。這展現古代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視，亦強調古
時絲路促進中國和他國友好，並因相互接觸而形成
外交、宗教、文化等重要交流。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不單具備經濟交流，還有文化與
宗教傳遞的作用。但今日的「一帶一路」構思卻則
重於經濟方面。其主要原因是中國需要消化過剩產
能和外匯資產。其中，合作率較高的包括非洲、中
亞、俄羅斯、南亞及東南亞等國。因為這些發展中
國家有能力及需要吸納內地的產能餘物。 



當然，兩地人員亦會因交易接觸而達至文化、宗教
互動甚至是貿易法律的磨合與交流。然而，因為現
今資訊科技發達，這些交流都祇能成為「一帶一路」
的間接影響。（附件一） 

 

「一帶一路」涉及不少東南亞國家，而各國的宗教
和文化定會存在不少差異與矛盾。中國及其他參與
國在發展「一帶一路」時都必須面對及調節差異，
而達至國家之間合作共融，擕手步向和平。我們期
望中國能恰當處理大家的矛盾，希望「一帶一路」
的發展可以為東南亞，甚至整個世界帶來一個更穩
定的經濟、政治以至文化、宗教發展。 



  古代 現今 

  

源起 

    

民間 → 政府 

遠古時期民間有許多不連貫的
小規模貿易路線銜接而成的草
原之路, 是最早絲綢之路的雛形。
張騫出使西域更大力廣闊絲路，
商人利用朝廷配給的貨物，到
西域各國經商，吸引了不少人
從事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活動。 

   

政府 → 民間 

商業危機促使開闢經濟革新，
政府倡議「一帶一路」以發展
多元貿易，延伸至大學研究
「絲綢之路文化帶」，作為學
術之間的交流,讓更多人認識全
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
經濟。 

  

  

  

目的 

  

推動與中原和中西亞國家之間
的經濟、文化、宗教各方面不
同的交流，以及彰顯政治外交
的崇高地位。 

  

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
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
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
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
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 

  



  古代 現今 

  

性質 

  

文化交流 > 經濟貿易 

注重文化和宗教傳遞，借貿易
上的來往，把各自的文化、衣
著、飮食、言語傳揚。 

  

  

文化交流 < 經濟貿易 

重點關注經濟合作發展，文化
宗教交流為次。 

  

  

範圍 

  

歐亞非三大洲，太平洋和印度
洋。 

  

歐亞非三大洲，太平洋和印度
洋，擴展美洲和大西洋。 

  

  

交流
物資 

  

  

當時價格高昂產品（絲綢和瓷
器）、科技發明（如造紙等）。 

  

  

石油、燃煤、鐵路、金融等等。 

  

世界
觀 

  

古時交通、資訊不發達，只能
局限交流於交通路線的周邊國
家。 

  

21世紀資訊、交通工具發逹，
令世界全球化，不限於交通路
線，加強相互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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