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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民族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少数民族的源流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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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国是丝绸的故乡"而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更是对丝绸之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丝绸之路的开通对我国与欧洲在

政抬0经济0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
!#

世纪"在以和平0发展0合作0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党中央0国

务院做出实施'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0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将产生重大而深

远的影响$然而"在亚洲与欧洲历史上的漫长岁月中"这绵延了几千年的丝绸之路的开发与发展与我国少数民族的关系"却

很少为人们所了解$本文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的发展历史0形成简述以及影响进行梳理研究的基础上"可

以得出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之间产生了多元化"多方位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古代的少数民族的影响上"而且还体

现在对现在民族地区的影响$

关键词!一带一路!少数民族!丝绸之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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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扩大开放0提倡与周

边及沿线国家协同发展共建跨国经济走廊的战略规

划$'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的'一带一

路(可谓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是中国与

欧亚非各国之间形成的巨型经济合作空间"大致是

分布在古丝绸之路陆路和海上通道轴线辐射区间$

'一路一带(战略的提出是中国进一步翻开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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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篇章"而与'一带一路(战略有着深厚历史渊源

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中占

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面临着重要的发展

机遇$

从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早在张骞出使西

域之前"我国古代的北方和西北各游牧民族"就因为

种种原因"使得一批又一批的人从大漠南北或河西

走廊地区"从东往西迁徙移牧"因此而踏出了一条草

原通道$这条通道是横贯亚欧大陆的关键之路$由

于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其畜牧业经济的特

点"从而使得他们在早期的丝绸之路上充当着商品

贸易及贩运买卖的主要活跃人$与此同时"他们也

或多或少地都与丝绸之路有关系"并且纷纷与之产

生了很大的缘分"以至他们能够完全地控制或占有

丝绸之路"成为经营西域及东西方贸易的主要控制

者$所以说"在丝绸之路的开通0维护和发展上"中

华各族人民都作出了各自重大的贡献$其中特别是

中国的少数民族"由于地理和环境的因素"更是对丝

绸之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一带一路$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是西汉时期

提出来的"当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中国与亚欧各

国的之间的贸易之路"建立了长安至罗马的重要商

业通道$丝绸之路的开启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的经

济0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

$我国的历史发

展进程中"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在丝绸之路的发

展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生活习惯以持鞭

游牧"逐水草而居"纵马驰骋"路即在马蹄下为主要

特点$受到自然环境或人为因素的影响"很多居住

在大漠南北或河西走廊的牧民"开始向西迁徙"并传

播自身的游牧特色"他们在历尽艰难万苦之后终于

踏出了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以草原为基础的通道$

在这场迁徙的过程中"游牧民族对商品的需求很大

也很迫切"所以只能依靠于毛皮0丝绸及其他珍贵物

品的贩运买卖的方式维持生计和发展$因此"在这

条草原通道上往往是驼铃叮哨"万马嘶鸣"处处都是

游牧民族的商队$他们在草原上贸易和往来"不仅

促进了中国古代交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草原丝路

的贸易,

!

-

$

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少数民族对丝路发

展的贡献也是十分重要的$我国的大部分少数民族

就集中在丝绸之路的经济带沿线"比如陕西省的回

族0满族0蒙古族0苗族0羌族等"甘肃省的回0藏0东

乡0土0裕固0满0保安0蒙古0撒拉和后萨克族$新疆

省的维吝尔族0后萨克族0回族0柯尔克孜族0蒙古

族0锡伯族0塔吉克族0乌孜别克族0满族0达斡尔族0

俄罗斯族0塔塔尔族等民族$这些民族分别都从不

同方面和不同程度影响了丝绸之路的发展"为丝路

经济的建设作出了许许多多的贡献$

二"少数民族与#一带一路$的形成简述

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少数民族的发展有着密切的

关系$丝绸之路是过去少数民族在贸易和迁徙中的

重要通道"早在公元前
F

世纪就有很多史料对丝绸

之路的发展有所记载$如希罗多德引述阿里斯提士

的神话叙事诗.阿里玛斯庇阿/中"记载了公元前
$

世纪时期"在黑海0中亚草原的塞种人"他们四处迁

徙"同时在中国人和希腊人之间的贸易0交流上充当

着重要的媒介,

%

-

$在不断的交流发展中"这条连接

亚欧大陆的大道"不仅促进了这条道路上各民族的

经济发展"也不断凝练了各种文化系统"最终形成了

中国0印度0伊斯兰等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成为中西

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这条布满人类文明的绵延古

道"不仅推动了人类文明和历史时期经济文化的交

流和发展"也为后人进行系统0全面的研究提供了重

要的依据"是探索古代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源流$

这条道路上不仅布满了历史的车辙"也留下来

各民族的身影$在这条道路的脊背上一次次繁华的

经济贸易0一次次辉煌的政治结盟0一次次壮丽的民

族的迁徙等都是各民族在这他们的历史长河中"用

自己的文明和文化"在这条丝绸之路上"踏出属于自

己的历史印象$从这些流传不惜的文明中"我们可

以感受到"虽然经过千百年历史风雨的冲刷"褪去的

是那一层层的黄土"褪不去的是永远留在这条道路

上的中西文化"他们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深厚

的文化基石,

G

-

$

丝绸之路的发展"从地理因素来讲的话"可以划

分为四条#第一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

主要连接的是中国内陆与欧洲各大陆之间的商业贸

易通道"在这条道路上东方与西方在经济0政治0文

化等方面形成了重要的交流和融合$这条道路于公

元前
!

世纪与公元
#

世纪间得以形成"并一直发展

至
#B

世纪$该条道路主要是张骞出使西域后发展

而来"当时西汉以首都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敦

煌$再从敦煌分南北两路进发#南路从敦煌经楼兰0

于阗0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0安息"往西

到达条支0大秦!北路主要从敦煌到交河0龟兹0疏

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这条路

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贸易产品是中国古代的丝绸$

第二是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

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

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当时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

上丝绸之路主要形成于秦汉时期"并在历史上一直

得到很好的发展"在唐宋时期达到成熟"到明清时

期"该丝绸之路已经是广为人知的的重要海上航线$

第三是草原丝绸之路$该条丝绸之路产生于安

史之乱后"当时吐蕃占据了西域和河西地区"导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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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与西方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遭到阻隔"但当时的

回纥与唐朝关系密切"同时回纥对当时的唐朝来讲"

有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因此"为保证中原与西方商

人之间的贸易和交流"导致当时的运输都改道经过

回纥进行交易$这样就形成了东起蒙古高原"西至

黑海沿岸"横贯欧亚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

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F

-

$

第四是青藏高原丝绸之路$青藏高原丝绸之路

是学者为区分其他三种丝绸之路而提出的概念$在

隋唐时期"有一条丝绸贸易通道"是从长安再经过吐

谷浑到吐蕃"最后经尼泊尔到达印度$唐代之后"由

于社会的发展"这条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所以在学术角度为了便于区分"便将其称之为'青藏

高原丝绸之路($

三"#一带一路$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

影响

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少数民族的发展紧密相连"

在这场历史的长河中"丝绸之路汲取少数民族的养

分不断壮大"不断发挥自己独特的功能$少数民族

也不断从这条道路上获得收益"这种收益是来自经

济0政治0文化0宗教等各方面的$所以我们就从这

几个方面展开"对少数民族在这条道路中的影响进

行简单的阐释$

首先是经济发展$丝绸之路形成后"这条路上

的贸易不断状大0繁荣"当时我国盛产丝绸0瓷器0纸

张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草原民族和西方的一些国

家$当时的中原地区不仅在物产上十分丰富"而且

在很多生产技术上也大大超越了西方各民族$所以

随着这些物品传入的同时"冶铁0水力0工艺制作品0

雕版印刷0钱币等技术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了西方

民族$极大的推动了这条道路上的中亚0印度0波

斯0阿拉伯等地区的发展$在这条路上的各民族"如

粟特人0回鹘人0阿拉伯人0突厥人等也实现了较大

的发展飞跃$于此同时"作为相互交流的道路"中原

地区的物质0物品也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从西

方各民族传入中国"尤其是草原民族的马皮0牛羊0

皮毛等"西亚的翡翠0珠宝0香药等"以及中亚的酿酒

术"印度的制糖法0建筑技术等"不仅为助推力推动

了我国的发展"对各民族的经济发展0交流都产生了

很大的意义$

其次是丝绸之路促进了民族融合$从历史发展

轨迹看"草原民族多属于游牧民族"具有很强的流动

性$所以在欧亚大陆上"各民族之间的民族迁徙基

本持续了数个世纪$罗马帝国的兴衰也是民族迁徙

的重要原因$与民族迁徙的浪潮同时产生的就是这

条丝绸之路$这条路的发展"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融合$从地缘角度讲"自古以来包括中国在内

的欧亚大陆腹地就是民族迁徙和融合的十字路口$

尤其是在中亚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许

多重要的文化"有中国0印度0闪族伊斯兰以及希腊

罗马欧洲文化等"从对这些文化进行研究"我们可以

发现这些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最后相互融合"丝

绸之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摩尔根曾经说过"丝

绸之路上打开世界文化大门的钥匙"是民族融合和

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和纽带$在古代"丝绸之路上

活跃着塞种人0匈奴0大月氏0粟特0阿拉伯0突厥0波

斯0吐蕃0吐谷浑0鲜卑0党项0回鹘0铁勒0蠕蠕0哒0

氐族0羌族等民族"这些民族的活动在长期的发展中

对欧亚大陆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各民族之间

的融合"不仅是民族层面的"更是政治层面的"在这

场融合过程中"许多民族进行了重构发展"形成了新

的民族"甚至国家$

再次是文化上的融合$丝绸之路开辟后"得到

了空前的发展$丝绸之路上的贸易0文化交流不断

繁荣"形成了中原文化与东罗马帝国0阿拉伯大食帝

国0印度和波斯帝国在文化技术上的相互学习事态"

不仅大量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化知识"对西方的文化

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丝绸

之路上的这些国家渐渐形成了文化上的交融$包括

他们在这些地区建立的许多王国及其历史遗迹"都

是民族文化和文明交融的重要象征$同时"由于各

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发展"欧亚大陆文化一方面受

到了冲击"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促进了

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重构和发展"是近现代多民

族的源流$特别是在我国的西部地区发生的以汉文

化为依托0以丝绸之路为背景的民族交融形式"而形

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心理和国家观念$这种文化的

认同对我国西北0西南边疆的开拓与稳定"都有着极

其深刻而重要的意义$

第四是宗教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

贸易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宗教文化的传播$于是

在这条路上更多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中国宣

扬教义"促进了我国的宗教发展$通过探析佛教在

中国的传入"大约是公元
#

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在

中国很多地区得到了认同"加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

的不断加深"佛教发展与我国人民的生活日益密切"

最终成为我国宗教中的重要部分$至此之后伊斯兰

教0摩尼教0景教0祆教0犹太教0基督教等各种域外

宗教纷纷涌入中国"当然在这场宗教发展中"有些宗

教在中原站稳了脚跟"成为影响当时中国政治发展

的重要力量$也有一部分还是停留在较为浅薄的层

面$但是"总的来说宗教的传入和发展对中国的社

会结构和思想哲学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最后是生活上的$丝绸之路未开通之前"中原

地区和各民族以及西方民族国家在饮食0服饰0宅

居0节庆0娱乐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各地都有自身

的特色$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这条路上的各民族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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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少数民族的源流及影响

和国家之间交流来往不断加深"牵连的层面是文化0

政治0经济等各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日常

生活上的"如中原的菜品0菜系传入西方各民族"西

方各民族的西式餐饮也传入中原"形成了互通性"也

增强了交流性$还有的体现在服饰上"如民族地区

的胡服等$在音乐舞蹈0文学艺术上也有很强的体

现性"这些生活上的变化发展"都集中反映了丝绸之

路文化交流的巨大融和力,

%

-

$

四"#一带一路$战略对现代民族地区的

影响

%一&民族地区的战略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长期以来"由于民族地区受到国家实施东中西

部地区梯度发展战略的影响"再加上民族地区大多

地理位置比较偏僻0自然条件较为恶劣"自身的发展

能力较弱0经济欠发达"并且它的战略定位则更偏重

于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0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全"国家

的政策重心较多地着力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经济以解决边民生产生活困难0稳定人心0整固边

防$至今"民族地区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短板$

从国家颁布的'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上来看"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北中南三条大通道和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包括了内蒙古0新疆0宁夏0广西等民族

地区和青海0甘肃0云南等多个民族省份$由于民族

地区是中国与众多邻国的门户和纽带"包括新疆0宁

夏0广西在内的诸多民族地区作为'一带一路(战略

的重要支点"在规划中具有其自身的独特地位和重

要作用$制定'一带一路(规划的战略布局"使得我

国的民族地区从我国的边缘地带一跃成为了面向中

亚0西亚和东南亚地区对外对内开放的桥头堡"形成

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0能源基地建设的重点地区"成

为了国家构建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前沿地带$这一根

本性的转变对于民族地区的意义"可以相比于改革

开放初期东南沿海的对外开放"对于民族地区来说

是具有重大性意义的$

%二&民族地区的经济将不断发展

由于民族地区发展起点低0基础设施建设比较

落后0历史欠账多"国家虽然给予了很多差别化的优

惠政策"但是因为在市场起主导作用的资源配置机

制下"民族地区的劳动力0资源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流

向东部的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将会呈

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一带一路(的战略通道是从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最具活力的东部三大经济圈出

发"贯通了欧亚大陆"向西连接着发达的欧洲经济

圈"沿途经过了
B"

多个国家和地区"它的经济总量

达到
!#

万亿美元$这些巨大的经济体量和经济贸

易的往来"将会为沿线的少数民族地区打通资源流

动的市场通道$

'一带一路(沿线的交通0信息0油气管道等互联

互通的大通道建设必然将会为各民族地区的交通0

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极大的改善"将会突破长

期制约发展问题的瓶颈"投资贸易等的经济活动将

大幅度增长"经济活跃度会得到增强$国际0国内等

市场资源要素的快速流入"会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带

来急需的资金0人才和信息等有效的贡献"使其从发

展洼地逐渐成为沟通经济发达体的交通0物流0经贸

枢纽和桥梁"为经济发展腾挪出了巨大的空间$国

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重点建设的煤炭0石油0金属

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以及水电0风电0太阳能等新能

源项目"这些项目为民族地区充分发挥资源富集优

势提供了有效的契机$民族地区可以抓住国内产业

结构调整0经济结构升级换代和'一带一路(建设的

双重机遇"积极地布局绿色经济0环保产业等战略新

兴产业发展"大力地发展特色产业"积极探索经济发

展的新模式0新业态"力争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为国家整体经济实现新常态下的平稳较快增长

做出积极贡献,

B

-

$另外"民族地区还可以在'一带一

路(战略中利用跨文化背景,

$

-

"促进地区与整体经济

的协调发展$

四"结语

当然"各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的关系"并不都是一

直和平相处没有纷争的$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斗

争$而通观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历史"那些阻塞断

绝0占据争夺等的情况"毕竟是短暂的和局部的$从

总的趋势和主流来看"是在不断地持续发展着0完善

着$直至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到这大跨度

横贯亚欧内陆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

的逐步衰落为止$在这复杂而漫长和历史过程中"

我国各民族从各个方面"对丝绸之路的开通0维护及

发展"都做出了各自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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