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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我独立完成的第一部专著，耗时八年。
本书奉献给那些敬畏大自然、热爱和平和传统文化、怀有爱心的朋友们。
虽然，实际上我们在本书中所要进行的精神旅行稍稍超出了本书所圈定的范围，但我以“从青金石之
路到丝绸之路”作为书名，是为了选择两个富有诗意和代表性的事物，作为各民族文化交往史上两个
时间端点和空间范围的象征。
青金石之路象征了丝绸之路产生以前各文明之间的交往，丝绸之路的象征意义更是无须我来解释。
如果我们选择一个很确切的学术标题，则会显得过于庄严和冷峻，容易使读者朋友们感觉疏远。
早在丝绸之路产生以前很久，大西域各民族之间就有了广泛的交往。
数千年之前，在苏美尔文明时代，就有一条漫长的青金石贸易之路，连贯着从帕米尔高原到东地中海
之间的广大区域。
当时，苏美尔人的黄金匕首、金碗和雕刻上，镶嵌着产自北阿富汗的青金石（也称天青石）。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青金石是重要的艺术资源，作为宝石和古代壁画蓝色颜料的原材料被广泛使用
。
现在“丝绸之路”的美名已远远超过了其他说法，使人们忘记了“青金石之路”。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从东方的太平洋沿岸，经过中亚的茫茫沙漠、戈壁、草原和巍峨的雪山，到遥
远的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各个文明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了。
大西域各民族都惊叹这种闪现着微妙光泽、富于弹性且具有美妙褶皱的神奇织料，伴随着丝绸贸易，
各国之间的文化、宗教和艺术得到了广泛的交流。
不只是青金石和丝绸，还有许许多多美好的物品，各种大型石料、黄金制品、黑曜石、孔雀石、玉石
、玉髓、绿松石、珍珠、青铜器、玻璃、象牙、水晶、玛瑙、陶器，各种矿藏、木材、地毯、毛毡制
品、布匹、毛皮、马匹、兵器、家畜、鸵鸟、没药、乳香、茶叶、橄榄油、无花果以及各种瓜果、药
物等等，都参与了各民族文化和经济的交往。
但是，文化交流并不仅仅限于上述物质层面的范畴，更为伟大、崇高的是古代人民的精神创造，那些
伟大的宗教、神话和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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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从艺术的视角创作的学术性、可读性兼顾，图文并茂且独具特色的亚洲艺术史专著。
本书以古代世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为线索，讨论上古时期西亚、中亚和亚欧草原各民族艺术发展的
关联性，并从中揭示上古亚细亚文化的历史价值。
藉此展现古代中亚、西亚及亚欧草原伟大文明的整体性和多元化，带我们去领略古代文明多样化的世
界观和审美观。
    我们追溯古代亚洲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实际就是一次青金石之路和丝绸之路的精神之旅。
青金石和丝绸本身就令人产生无尽的遐想，而实际上，古代文明和艺术令人感动和令人神往的事物远
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如果艺术史不具有诗性的光辉，人们就不会投入巨大的热情。
让我们一起追随先人的足迹，去探索各民族的精神世界，去领略亚细亚艺术——这部壮丽史诗每一篇
章的深远意境吧。
    谨以此书奉献给那些敬畏大自然、热爱和平和传统文化并怀有爱心的朋友们。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上下）>>

作者简介

沈爱凤，别名爱平，笔名艾平。
苏州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63年2月生于江苏省苏州市。
     
    1983年至1988年就学于南京艺术学院油画系，获学士学位。
     
　　1983年至1991年，潜心研究西方文明及其艺术史，并从事绘画创作。
     
　　1989年，以笔名艾平为陈醉《世界人体艺术大辞典》编写辞条。
     
　　1995年开始关注西亚、中亚和亚欧草原文明。
     
　　1997年至今，任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艺术史研究及美术史教学工作，多年来在《艺苑》（后改为《美术&设计》）、《装饰》、
《美术》、《丝绸》、《丝绸之路》、《艺术界》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
     
　　2002年由教育部派遣，以访问学者身份出访俄罗斯。
     
　　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赫尔岑国立师范大学艺术造型系，获硕士学位。
     
　　1997年至2007年，主要从事“西亚、中亚和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项目的专题研究及本书的撰
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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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本书书名的话（代自序）引言第一部  文明和语言民族  第一章  亚欧古代世界是一个整体    第一节 
古代文明的整体性    第二节  古代文明的多元性    第三节  西方和东方  第二章  西方探险家对古老文明的
发现    第一节  美索不达米亚、东地中海和波斯考古    第二节  印度、中央亚细亚和亚欧大草原考古    第
三节  西方探险家在我国西部的活动  第三章  亚欧古代世界的语言系统    第一节  语言的基本分类    第二
节  与楔形文字有关的西亚语种    第三节  古代中东地区的字母文字    第四节  印度和亚洲内陆的语种    
第五节  爱琴海线形文字  第四章  闪含语系和印欧语系上古民族    第一节  两河流域最早的民族    第二节
 闪含语系民族主系    第三节  西支闪含语系民族主系    第四节  小亚细亚土著和西支雅利安各主要民族   
第五节  印度河文明、伊朗和印度的雅利安人    第六节  米诺斯人和古希腊人  第五章  亚欧大草原早期
游牧民族    第一节  黑海斯基泰和斯基泰-塞种    第二节  南西伯利亚-阿尔泰-中亚草原民族    第三节  大
月氏和吐火罗问题    第四节  前匈奴-匈奴  第六章  亚历山大远征之后的亚洲    第一节  亚历山大的远征   
第二节  马其顿-希腊人的东方国家    第三节  安息、萨珊波斯、贵霜和噘哒    第四节  阿姆河和锡尔河流
域的古代民族    第五节  小西域诸国和匈奴衰落后的漠北  小结第二部  古代神祗和宗教  第七章  诸神大
战和世界的创造    第一节  巴比伦史诗《恩努马·艾利希》    第二节  中东和小亚细亚的《天界统御》    
第三节  从《神谱》看古希腊创世神话    第四节  希伯来创世神话和伊甸园    第五节  神话是历史真实的
诗性写照  第八章  星神崇拜和诸神    第一节  苏美尔-巴比伦的农历星神    第二节  两河星神和印欧语系
最古老的诸神    第三节  宙斯、耶和华和东方诸神    第四节  早期神话里的巨人神  第九章  洪水灭世和永
生的人    第一节  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洪水故事    第二节  《吉尔伽美什》中的大洪水    第三节  两河泥板
文献中的其他洪水传说  第十章  印度人和波斯人的信仰    第一节  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    第二节  小乘佛
教和大乘佛教    第三节  波斯人的祆教信仰    第四节  摩尼教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第十一章  西域各民族的
精神世界和风俗    第一节  史诗和习俗中的英雄崇拜    第二节  有关生死的观念和丧葬风俗    第三节  亚
洲各民族的大女神崇拜    第四节  希腊化时代的信仰危机    第五节  古代文化中的若干糟粕  小结第三部  
各民族的古代艺术  第十二章  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库拉塔    第一节  《旧约》中的“巴别塔”    第二节  苏
美尔人的塔庙    第三节  亚述人的城堡及其正门神兽圆雕    第四节  巴比伦城的塔庙    第五节  谁建造了
空中花园  第十三章  中东和小亚细亚的古老建筑    第一节  远古西亚先民的早期建筑    第二节  胡里特-
米坦尼-赫梯建筑及其狮子门    第三节  乌拉尔图和阿拉米亚的建筑传统  第十四章  苏美尔-闪米特和赫
梯的艺术    第一节  斧、灵鹫（鹰）、狮、公牛和英雄索拜    第二节  西亚早期母神的种种造型和意义    
第三节  新月地区和小亚细亚等地的艺术    第四节  西亚若干古老纹样    第五节  青金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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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部文明和语言民族历史学家日知先生认为，按语言民族系统的复杂关系，在世界古代文明
的三大地区中，中间部分（即北非、西亚、南亚、中亚、波斯）同欧洲部分事实上是联成一体的。
由苏美尔一阿卡德而下的系统，同克里特一迈锡尼而下的希腊一拉丁一日耳曼系统互相穿插。
随历史之发展，这个中间部分与欧洲构成西方古典文明系统，而与东方中国部分构成中国古典文明系
统，两者成为中西并立之局面。
就古代文明概括起来，古代世界应被视为一个整体①。
这个理解大致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作为整体的文明，是多元化的起源，还是单一的起源？
如果强调了某一系统，可能会引起人们的误解，以为文明是从某一个点传播开去的。
而事实上文明的发祥地是众多的，某一特殊系统可能并不是初始就有的，而是在某个机缘下获得长期
发展的结果。
其二，苏美尔一阿卡德系统虽然孕育了希腊一拉丁一日耳曼系统，但欧洲文明到了罗马帝国时代，本
质上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两者是不同性质的不同的文化。
其三，虽然青铜技术的起源存有争议，但不影响中国文明的独立特性，中国文明古代系统的主体结构
在先秦时代即已独立形成，后来东渐的佛教和波斯文化是作为补充加入其中的，并促进了中国化的发
展。
所以不能笼统地说，是这个中间部分与东方中国部分构成中国古典文明系统。
这些问题对于正确理解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非常重要，有必要加以分析。
我想是否可把古代亚欧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并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中求得一个多元共
存的理解呢？
或者，多元共存本来就是上古世界的文明态势。
也就是说，无论是所谓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在古代的漫长时期里，它们共存于一个大范围的整
体关联性之中，虽然在古代它们之间的联系没有今天的现代技术来得那么方便，但它们之间的联系仍
然是积极的。
同时，也由于各地区天然因素的巨大差异，人类的生活和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显然是自然多样性在人类社会中的对应反映，而不应是所谓种族优劣的差异体现。
这种差异和多样化的因素和文化是历史的本真体现。
在探讨早期各民族的起源、迁徙和立国等活动时，我们不能按照今天的标准如人口数量、地域面积、
所处地貌、海洋条件来衡量它们。
今天被认为是生存条件恶劣的一些自然环境，如草原、沙漠、高原等，在古代却可能是一些民族的发
祥地。
今天被认为是优势环境的地方，如河流平原，在古代可能却是招致不断斗争和灭亡的根源。
同样，海洋优势自近代殖民战争以来逐渐成为共识，但在上古时代海洋要比草原和沙漠绿洲逊色，草
原民族的活动才是各单独文明的主要连接纽带。
相比之下，海洋虽然在地中海东部各文明之间起到联系作用，但它的军事作用仍然要小于拥有广阔草
原的陆地，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土地的生产、牧草的肥美、马匹的数量、武器的精良以及坚固的城
堡。
在亚欧古代世界，最北方是茫茫的针叶林，温带是广大的阔叶林地带，两者之间靠北是草原，中间地
带多沙漠绿洲，此外还有地中海、黑海、波斯湾以及温带的各大江河、湖泊。
自然地理决定了各地区的不同特点：南方大河流域、沼泽地带和沙漠绿洲是古代农业文明最早走向兴
旺的地方；遥远北方的草原，是培育和发展部落力量的偏远而辽阔的场所，它对农耕地域的长期斗争
，为文明的兴衰一次又一次地注入了毁灭和再生的力量；广阔的森林不利于文明的发展，中世纪时代
才最终被人类所征服。
所以，在上古历史上，南方大河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北部边缘及稍后的南方沼泽、尼罗河河
谷、印度河河谷、黄河流域和中亚小块的绿洲，等等，是产生文明体系的天然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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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雅利安人、赫梯人、希腊人、草原游牧民族等等，则是不断冲击各文明的毁灭和再生的力量。
世界历史缘起何时？
自殖民战争至今，人们特别强调由西方列强的扩张而带来的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景观，这是基于现
代世界的大国争霸和经济竞争而言的，但是“世界历史”并不是由于列强的扩张和基督教的传播才开
始的。
早在新石器时代，随着各民族的迁徙，“世界历史”就以巨大的声势拉开了序幕。
亚欧大陆各民族先民的相互来往，本身就是世界性的。
在古代亚欧大陆上，古代文明就是一个伟大的整体。
在这个伟大的整体性之下，各民族又保有了自身的区域特点和文化体系。
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世界历史”并不是为了今天的全球化的“结果”而作的准备。
我感到，将“世界历史”作为古代历史的结果和目的，以及不假思索地赞美当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
向，应是近代理性主义思想及其历史观的产物。
此外，历史的创造者是谁？
在不同层面上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英雄史观认为，英雄们创造了历史，是萨尔贡一世、居鲁十二世、亚历山大大帝、秦始皇、汉武帝、
恺撒、奥古斯都、成吉思汗、拿破仑等缔造了历史。
而另一些人认为，是人民创造了历史，在社会整体活动的基础上，才产生了个别的英雄。
如果从民族角度来说，问题就变成了：哪些民族构成世界历史的主流？
世界历史的中心又在哪里？
我觉得，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了历史，英雄和人民的关系也是互为依存的。
某些时候，当人民普遍愚昧和迷茫的时候，英雄个人的正确行为拯救了全体；而某些时候，当英雄沦
为腐败的暴君，社会陷入苦难的深渊，人民推翻暴君就是一个正确的行为。
更进一步说，英雄也好，人民也罢，所有的人及其历史，都受到伟大自然力量的制约。
另外，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中心也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
历史上有无数“历史的中心”，对于世界历史的作用都是相互不可取代的，评价它们是一件十分复杂
的事情。
为了对远古文化作出较准确和较真实的理解，我们必须先了解那些创造了两河、西亚、爱琴海、波斯
和中亚以及亚欧草原等伟大的古代文化的各语言民族。
他们是些什么人？
他们从何而来？
他们的命运如何？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逐步了解他们的文化。
在第一部中，我们将追随各语言民族的迁移路线，了解他们在所占区域建立国家和文明的大致情况。
什么是语言民族？
不是指各个不同的原始部落，也不是部落联盟，而是指使用共同语种的大的民族共同体，例如闪米特
人、雅利安人或希腊人。
在这些语言民族的大名称下，还分有各不相同的人数众多的伟大民族，如闪米特人名下分有阿摩利特
人、亚述人等等，雅利安人名下分有米底亚人、波斯人和印度雅利安人等。
按照现代文化历史类型的学说，各语言民族共同体正是创造古代文明的主体力量。
第一章 亚欧古代世界是一个整体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之间，在亚欧大陆广阔的大地上，从叙
利亚沙漠到两河流域南部，从黑海以北到小亚细亚，从西伯利亚草原到南部亚洲，从蒙古高原到黑海
之滨，人类早期各民族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迁徙浪潮。
公元前3000年以降，闪含民族在西亚的新月地区掀起大规模迁徙浪潮；公元前1900年左右，赫梯人
（Hittites）进入小亚细亚半岛的卡帕多细亚高原（Cappadocia／Karra50Kict），希腊人称那里叫安纳托
利亚（Anatolia／Ava——Tok），意为“日出之地”；公元前1650年左右，第一支说希腊语的阿该亚人
从北方进入希腊半岛南部；公元前1500年左右，首批雅利安人越过兴都库什山脉（Hindu-Kush）。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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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在从爱琴海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的广阔疆域上，古代世界从彼此的孤立状态逐渐走向一
个整体。
换言之，至迟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古代世界彼此孤立发展的原始人群就应该已经开始交流。
而从公元前2000年以降，这种交往更为频繁，也更为深入。
千百年来，各民族的文化和交往相互之间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关系。
北方西伯利亚和蒙古大草原等是连接东西方的纽带，中亚各绿洲地带则提供了草原和农耕文明相互融
汇的场所。
所以，整个亚欧大陆北方的草原民族也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重要群体。
史前文明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但却是作为整体共存而相互不断影响的一个动态的关联。
在古代，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只有地理方位的意义。
现在这些方位指称却有了政治的意思，但是这个现代的意思却不适用于理解古代社会。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个亚欧大陆，上古世界各文明也是一个整体，虽然存在
着诸多局部的激烈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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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漫长的写作终于告一段落。
许多地方还来不及深入思考，甚至来不及写完，就匆匆搁笔，无奈合同期限已过，只能等待今后的机
会再作修订。
在此我要感谢为本书写作提供帮助的朋友们和家人，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鼓舞。
在本书将要完成时，我以本课题的研究申请了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顺利得到批准。
在1998年9月，写作本书的意图尚未明确，当时我写了一篇关于爱琴与西亚建筑相互比较的文章，诸葛
铠先生把它推荐给《装饰》杂志社，后来以《爱琴和古希腊建筑形制及装饰的起源》为题，发表
在2001年第5期上。
当时文章在结构、思路上存在一些问题，但它激发了我写作本书的热情，是本书的起点。
诸葛铠教授还把我介绍给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朋友们。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诸葛铠教授，是我国著名艺术理论家和教育家，长期以来，他辛勤笔耕
，治学严谨，为设计艺术理论研究付出了无数心血。
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张朋川教授在有关萨珊波斯、粟特和西北诸古代文明的相关资料、图片等方面，
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张朋川先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和教育家，多年来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和美术考古
研究，他的谈话能给入以多方面的启发性，其质疑许多定论的探索精神和幽默的性格给人以深刻的印
象。
他在近年构思并已着手写作的专著《韩熙载夜宴图考》，将思考的范围涵盖到西亚和埃及等遥远的国
度，也是以大历史的视角考察古代文化的相互交流。
他还不时将研究心得与我分享，使我得到很大启发。
还要感谢的是出版社的刘传喜先生，自从我们相识，多年以来他一直关注着本书的写作，每次来苏州
都要和我进行交流，一直关心本书的写作进程。
我的同事李明教授最早提议和敦促我申报去俄罗斯留学，使我有机会了解国外的情况，并获得大量俄
文版资料。
在苏州八一小学期间，刘苗虎先生在绘画方面，徐元春女士在语文方面，给我以启蒙。
在苏州市第十二中学（原农校）读初中期间，我的语文老师顾植夫先生在文学方面给我诸多教诲，从
他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斯宾诺莎（BenedictusdeSpinoza）及其关于自由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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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际上我们在《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上下)》中所要进行的精
神旅行稍稍超出了《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上下)》所圈定的范
围，但我以“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作为书名，是为了选择两个富有诗意和代表性的事物，作为
各民族文化交往史上两个时间端点和空间范围的象征。
青金石之路象征了丝绸之路产生以前各文明之间的交往，丝绸之路的象征意义更是无须我来解释。
如果我们选择一个很确切的学术标题，则会显得过于庄严和冷峻，容易使读者朋友们感觉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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