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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责任

热播影视剧中，神都洛阳城内，胡人云集，喧嚣繁华的背后却正在进行着一个惊天密谋，神探狄仁杰抽丝剥茧孤身犯险远赴异域大
漠，屡屡化险为夷戳破阴谋。
狄仁杰一路西行的道路就是丝绸之路。
2014年6月，历时8年的跨国申遗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申遗将和中国大运河同逐《世界遗产名录》，此次申遗项目河南境内有4处，汉
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和陕县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其中3处在洛阳境内。
这条在影视剧中频繁出现的古道究竟和中原大地有何不为人知的过往呢？ 郑州晚报记者 王战龙 洛阳报道

四处遗迹入选申遗名单 将和大运河一道申遗2014

洛阳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开国际先河
中原大地能否“好事成双”，6月见分晓

高铁龙门站已略显繁华都
市的韵味，举目眺望，不远处，林立
的高楼间，一座巍峨的城楼矗
立于河洛大地，碧水环绕。

定鼎门始建于隋大业元
年，距今已有 1400 多年，是隋
唐洛阳城外郭城的正南门，隋
时称建国门，唐代李世民攻破
洛阳城后被改为定鼎门，先后
历经隋、唐、五代，一直沿用到
北宋末年。

盛唐时定鼎门为三门道过
梁式建筑结构，古代实行“左入
右出”，三个门道中，东门道用
于进城，西门道用于出城（与现
在的东进西出相同，也相当于靠右
行），中门道为帝王专用的御道，三
个门道的宽度均为近6米。

“现在看到的这座城门建
筑，是我们为原址保护定鼎门
遗址而建的仿唐代风格的保护
房，相当于一个保护罩。”洛阳
市大遗址保护办公室主任王阁
说，真正的定鼎门则在地下。

城楼的二楼，是个根据文
献及发掘模拟而成的沙盘——
旧时的隋唐洛阳城，过定鼎门，
入城是“里坊区”——隋唐时期
老百姓居住的“大型社区”。

王阁介绍，2007年，在发掘
定鼎门遗址的同时，在门址的
前方还发现了 90 米宽、南北走
向的唐代路面，路面上清理出
了密集的车辙、动物蹄印、人的
脚印等，昭显着这里曾经的喧
嚣和繁华。

然而，一些巨型蹄印却让
发掘人员疑惑不解，“直径大概
20厘米”，有人推测，可能是牛，
也有人推测可能是传说中的

“汗血宝马”。
“最初也只是和中原地区

常见的动物进行比对，但是一
直没有找到符合的。”王阁说，
直至一次在动物园看到骆驼，
激发了发掘人员的灵感，经过
比对，确认是骆驼蹄印，神秘蹄
印的谜团方被破解。

随之而来的疑问是，洛阳
地处中原腹地，而骆驼则生活
在西北大漠，它缘何出现在旧
时的洛阳城，如此密集的骆驼
蹄印背后又隐藏着什么不为人
知的秘密？

骆驼用它那绵软的脚掌在
砾石上缓缓踏了出去，穿越了
时间和空间的隧道，在历史的
长河中，留下一道纤细而渺远
的道路。后人给它起了一个诗
意的名字“丝绸之路”。

历史记载，公元前 138 年
和公元前 119 年，西汉张骞从
当时的“首都”长安（现陕西西
安）出发，两次出使西域，打通
了横贯欧亚的内陆交通，并
成功掀开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
珠帘。

丝绸之路东起西安，是学
界和普通人的共识，鲜为人知
的是，洛阳也是丝绸之路的东
起点之一。

2006 年，两地之间关于起
点的争夺白热化，民间人士一
度在当地的媒体上相互攻讦，

西安更是先声夺人，将丝路起
点引到了对外宣传口号上，“华
夏源地，千年帝都，丝路起点，
秦俑故乡”。

同年 8 月，由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和中国国
家文物局联合主办的“丝绸之
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商
会议”（简称新疆会议）在新疆
召开，明确了丝绸之路起止时
间和主要线路，中国段始于中
国汉代东西两京——洛阳、长
安，止于清朝末期。

“一说丝绸之路第一印象
都是张骞，其实还有个人物被
忽视，那就是班超。”王阁说，西
汉张骞出使西域后，到了王
莽时期，西域与中原的关系中
断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匈
奴 乘 虚 而 入 控 制 了 西 域 ，

“ 敛 税 重 苛 ”使 得 西 域 诸 国
不堪重负。

公元 25 年，东汉时汉光武
帝刘秀定都洛阳，到了汉明帝
时，于公元 73 年派班超由洛阳
出发出使西域，前后经营西域
达 30 年，稳定了西域诸国的发
展，而且开通了沙漠丝绸之路
的南线和北线。

“东汉班超重新开通西域，
其意义不亚于张骞首通西域。
西域与中原隔绝了半个多世纪
后重新开通，并且，班超派手下
大将甘英出使大秦，扩展了丝
绸之路的活动范围和交通领
域。”王阁认为。

据统计，《后汉书·西域传》
中介绍的西域诸国 23 家，其中
明确记载相距里程的有 13 个，
起点均始自洛阳。

“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
百国千城，莫不欢附，胡商贩
客，日奔塞下”，历史典籍中，洛
阳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呼之
欲出，各种咏叹丝绸之路的诗
词更是不胜枚举。

而丝绸之路作为抽象名词
的提出，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
位德国人。

1877 年，德国地理学家李
希霍芬在他的《中国》一书中，
首次提出“丝绸之路”，不过，他
书中的丝绸之路仅指汉代时中
国与中亚及印度之间的商贸交
通线。

30 年后的 1910 年，德国历
史学家赫尔曼在他的《中国和
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中，将这
条线路延展至地中海及小亚细
亚，使得丝绸之路的长度超过
了 7000 公里，这也是我们现在
口中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存在或早于
西汉，郭引强著述的《丝绸之
路洛阳考》中提到，人类早期，
在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
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
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
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
草原之路，已被沿线诸多考古
发现所证实，这也许是丝绸之

路的雏形。
现在，外国对中国的称呼

是“CHINA”，取义瓷器，而在东
汉之前的数百年前，他们并不
这样称呼，希腊、罗马人称中国
为“赛里斯”——“丝国”，所谓
的“赛里斯”源自拉丁文，“有关
丝的”的意思。

在 洛 阳 博 物 馆《丝 路 起
点——丝绸之路与洛阳》展厅
里，有9颗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玻
璃珠——外观蓝白相间，形似
蜻蜓眼睛，表面有许多小圆圈，
20世纪80年代发掘于洛阳市中
州路一战国墓葬内。

洛阳博物馆工作人员介
绍，所谓的“蜻蜓眼”玻璃珠，正
是西亚或印度“眼睛文化”的产
物，这一时期的人们相信眼睛
有辟邪功能。如果追本溯源，

“蜻蜓眼”玻璃珠应当是埃及的
一大发明，最早的标本为埃及
公元前 1400 年至前 1350 年的
玻璃珠项链。

“带有西亚或印度风格的
物品出现在中国的古墓葬中，
不外乎两种可能，外地制造后
传入中国的，或本地仿制的，但
这已经说明当时的中国和西
亚、印度已经有了交往。”工作
人员说。

2006年8月的新疆会议，不
仅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争画上
了句号，也开启了丝绸之路申
遗的大门。

其实，丝绸之路申遗最早
可追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1987 年，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
遗迹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单》。1994年，我国就将
丝绸之路中国段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但由于西汉、东
汉都城分别在西安、洛阳，丝绸
之路起点归属争论不休，而一
度搁浅。

2012年7月，经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与中国
及中亚五国政府共同协商，最
终确定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申报这一
项目，并将申报项目名称确定
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
道的路网”。

自 2005 年始，世界遗产实
行限额制，每年每个国家申报
世界遗产只有一个名额。2014
年中国申报的项目是大运河，
所以丝绸之路申遗使用的是吉
尔吉斯斯坦 2014 年的申遗名
额，“跨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开了国际先河。”
根据最近重新确定的申

遗 名单，我国境内的申报工作
涉及陕、甘、新、豫四个省份，22
处遗产点，其中河南境内 4 处，
汉魏 洛 阳 城 遗 址 、隋 唐 洛 阳
城 定 鼎门遗址、新安汉函谷
关遗址和陕县崤函古道石壕段
遗址。

历史记载，公元64年，汉明
帝派遣使者沿丝绸之路赴西域
拜 佛 取 法 ，在 洛 阳 创 建 了

“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被誉
为是由国家创办的第一个佛教
寺院，但并不在此次申遗的范
围之内。

“历史记载的白马寺创办
于东汉，但现存的主要是明清
风格建筑，相比其他申遗点，证
据上相对较弱。”王阁解释道。

去年初，丝路申遗文本已
由我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两国政府共同递交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并被正式受理。

2014 年 6 月的世界遗产大
会，丝绸之路将和大运河一道
接受“票选”，中原大地或将一
次迎来两个世界遗产。

神秘骆驼蹄印

“赛里斯”与“CHINA”

跨国申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