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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应用， 对于这一点， 已经无人质疑。丝绸之路对古人 

的重要性在于： 它是人类早期科学技术的主要传播之路。 

一、 科技发展与文化因子的积累 

在通讯技术尚未超越人类视界以无形方式传播之前， 传播科学技术的介体主要是人。人与 

人之间的接触导致文化交流和思想技术传播。所有的人类共同体都有自己的文化边界， 他们的 

文化活动大都在这一文化边界之内。事实上， 他们的科技创造也受制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边界， 

边界限定的思维定式与范围制约了他们的思维方法。因此， 他们的科技创造通常不会越过传统 

思维方式。明白了这一点， 就可知道， 对某个民族来说， 异文化因子非常重要， 因为， 它可以使某 

个民族突破传统思维方式， 有了新的想法， 这才可能有科技的突破。异文化的诱导往往是新科学 

技术孕育的原因。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在于： 它是人类共同体之间交流最多的国际贸易商道， 因而 

成为科学技术传播的主要通道。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发现， 通常被归结于天才的发挥。其实， 某个专业天才的出现， 取决于天 

才所掌握的专业知识的水平。这些专业知识可分解为文化因子。人类的知识可视为专业文化因 

子的积累， 不同水平的专业人员掌握的文化因子数量有异。所谓天才， 其基础是掌握文化因子比 

常人更多， 因而能够考虑到多种文化因子组合方式。文化因子常规组合， 是已有文化知识。文化 

因子不同的组合， 便有可能是发明和发现。天才的发现是找到不同以往的文化因子的有序组合， 

这种新的有序组合反映了某种规律， 因而显示出独特的作用。 

因此， 可以将发明与发现归结为天才人物对文化因子有序组合方式的理解。其中， 起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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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古以来， 科学技术的创造和传播取决于人类共同体的知识掌握情况。 来自异民族的文化因子， 总能 

丰富本民族的知识宝库。 在古代的丝绸之路上， 科学和技术在主要商道上传播， 因此， 主商道沿线国家的科技会比 

边缘国家发展快一些。 然而， 欧洲国家掌握海上丝绸之路霸权后， 控制了科学技术传播的导向， 近 500 年来欧洲的 

进步和东方国家的停滞， 都受到这一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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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是文化因子的积累。一个天才， 只有当文化因子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 至少达到学科的前 

沿， 才能作出突破。 所谓发现， 表面上是个人的作用， 其实与其周边的文化财富状态有关。 如果他 

的周边人群都有独特的文化积累， 他们在交流中便会吸取不同的文化因素， 有可能创造各自不 

同的突破。 

同样， 一个民族能够有多少发现， 其实也是取决于这个民族所掌握的专业的文化因子有多 

少， 如果该民族积累了较多文化因子， 它的知识分子便有可能有更多的发现。然而， 不论一个民 

族的文化因子积累有多丰厚， 它都有一个界限， 该民族的发现与发明， 大都在其文化积累界定的 

范围之内。 因此， 一个民族若不与其他民族交流， 在其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 便会停滞。 只有那些 

擅长交流的民族， 才能够吸取异文化来丰富自己。不同文化各民族在相互交流中相互认识， 他们 

的科技也在交往过程中交流。 

必须认识到： 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 大都是人类文化因子相互交融之后形成的。伟大的 

科学家之所以能够得出不同凡响的发现， 是因为他所掌握某个学科的文化因子较多， 当他思考 

某个问题时， 这些文化因子相互融合， 有序排列， 这就是发现。所以， 某个民族的发明潜力， 通常 

取决于本民族文化因子的含量。然而， 每个民族都有其文化局限性， 要突破这一局限性， 就要突 

破传统文化的认识范围， 这就需要与异文化交流， 汲取异文化不同的文化因子。因此， 交流是文 

化突破的基点。中华文化能在中世纪领先于世界各国， 是因为古代中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 各民 

族的区域文化都在这一熔炉中融合交流， 因而产生了许多重要发明。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例如印 

度文化、 波斯阿拉伯文化的融合发明都很多。想要获得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因子， 就得与其他民 

族交流， 尽量吸取新的文化因素。 

以中国的瓷器来说。在唐宋时期， 中国出口的瓷器多为越窑和龙泉窑的产品， 这些产品的基 

本色调是淡绿色， 有的深一些， 有的浅一些。大约在宋末元代， 中东的波斯出现了用一种后人称 

之为 “碗青” 的染料来描绘瓷器， 这类含有钴的染料被釉覆盖后， 可以烧出明亮的天青色。景德镇 

瓷工知道这一发现后， 就在白底的瓷器上施以碗青， 从而烧制出白底兰绘优雅的景德镇瓷器。 这类 

瓷器进入国际市场之后， 大受欢迎， 渐渐将青绿色调的龙泉窑产品挤出市场。所以， 明代瓷器的历 

史， 就是蓝白瓷取代绿色瓷的历史， 同时也是景德镇瓷取代龙泉瓷的历史。景德镇蓝白瓷的流行， 

是中国积极汲取波斯技术的创新。 这一技术从波斯传入中国后， 经过景德镇工匠反复试用， 终于形 

成一套成熟的技术。 明清两代， 景德镇蓝白瓷又获得欧洲人的欣赏， 从而为中国开辟了广阔的欧美 

瓷器市场。总之， 景德镇制瓷的发明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工匠汲取波斯技术后的发展和创造。 

鉴于获得科学技术方式主要在于融合及学习， 对古人科技水平的提高过程可总结出以下规律： 

其一， 科技的发现和发明在于较多文化因子的有序组合。除了科学家本身掌握及组合文化 

因子的能力外， 一个民族的发现发明的潜力， 取决于本民族知识场对文化因子的掌握和应用。 

其二， 某个民族增加文化因子的主要方式在于交流和融合， 汲取其他民族的文化因子是非 

常重要的。 

其三， 对于古人来说， 位于主要商道线上的民族更方便汲取其他民族的文化因子。脱离主要 

商道的文化传播， 有时意味着缺乏异民族文化因子的吸取， 从而赶不上世界文化发展的步伐。 

二、 丝绸之路上科学技术的交流 

科学技术的产生， 往往是某一民族文化在交融过程中的闪光。而其闪光点， 又会被其他民族 

所学习。那些有活力的国家， 也会积极学习其他民族的科学技术， 并在吸纳这些科技的基础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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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自创。 

从科技产生和交流的规律中可以看出， 交流是提高某一文明共同体科学技术水平的主要通 

道。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文化传播道路。 中世纪东方诸大文 

明共同体的强盛， 是因为它们位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链之上， 能够较快地得到新的文化因子， 从 

而带动了诸国共同的强盛。例如， 中国四大发明： 造纸、 指南针、 火药、 印刷术， 对西亚及欧洲国家 

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棉花、 占城稻等海外植物 流入中国， 也对中国农业的发展产生影 

响。 与之相比， 美洲的古代文明令人遗憾。 该文明有独特的创造， 例如玉米、 番薯、 辣椒、 花生等植 

物的培育， 都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但是， 在欧洲人进入美洲大陆之前， 这一文明的局限性 

也是严重的。例如， 他们竟然不知道车轮有助于物资运输这一道理！他们不懂炼铁， 金属工具相 

当落后， 这使他们耕耘土地的能力落后于亚欧大陆的任何国家。能否及时得到最先进的科技信 

息， 会影响一个民族的发展高度。 

中世纪的欧洲被看作世界的边陲、 海上丝绸之路的尽头， 他们距离国际主要商道太远， 了解 

东方国家的科技也太迟， 因此， 它的经济文化都落后于东方国家。中世纪后期， 欧洲人的十字军 

东征使他们了解东方国家的繁荣， 从此东方的丝绸之路延伸到欧洲地中海的商道， 来自东方的 

香料、 丝绸、 棉布、 瓷器使欧洲人羡慕不已， 地中海通向中东的商道成为欧洲人最为重视的贸易 

线路。这条贸易线路的形成， 也使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于是， 受惠于东方文明的 

欧洲开始了大步发展。 欧洲人环绕地球去远航， 是为了打通西欧与东方的海上联系。 这样他们才 

能进入国际贸易的主要通道， 汲取所需要的东西。 

总结贸易和科技传播两个方面， 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 

其一，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世纪最为兴盛的国际商道， 它是海丝诸国之间贸易的主要渠道， 也 

是国家有形财富及无形财富的重要来源。只有在海丝道路上取得一个位置， 才能参与世界各国 

财富的创造和文化的交流。在同等努力的背景下， 那些位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链枢纽的国家和 

港口最为得利。因为， 他们能够较早汲取海外科技知识， 并且较早得到商品贸易的信息。从而在 

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掌握主动。利润和文化财富的积累， 会使这个国家富裕起来。 

其二， 海上丝绸之路上， 不同商品的交流， 会引发科技的传播。中亚和西亚的国家， 一直羡慕 

中国的丝绸， 因而产生了探索中国丝绸生产秘密的冲动。大约在唐宋以后， 中国丝绸生产技术开 

始向中亚传播， 而后渐渐传到欧洲。中世纪后期， 意大利和法国都有不错的丝绸生产。再以棉花 

而言， 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最早起源于印度， 尔后向东南亚传播。南宋时期， 中国的福建、 广东都 

有可观的棉纺织业。明代， 朝廷以官府的力量在全国各地推广棉纺织业， 使棉布成为中国老百姓 

的主要衣料。这一剧变是丝绸之路上科技传播的结果。 

以上两点足以证明海上丝绸之路于科技传播、 国家富强的重要性。 

三、 谁控制了海上丝路就能掌握科技传播的主导权 

唐宋时期的东方没有海上霸权的概念。那时的东方之海， 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航行的 

海上通道。 尽管海盗在各个海域活动， 但海盗们无法控制广阔的海洋。 海上霸权起源于地中海的 

争霸。地中海诸国形成了一整套争夺海洋霸权的文化， 例如， 建造大型战舰和要塞， 组成舰队， 打 

败对手的舰队以控制海上霸权。这类海洋文化是东方没有的。 

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地中海的边缘国家， 面对地中海的强大对手， 他们无缘争霸， 于是葡西 

二国将视线转到大西洋， 最后建立了环球贸易体系的伟大事业。这两个国家来到东方之后， 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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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的传统海洋争霸观带到了东方。葡萄牙舰队熟悉了印度洋的情况后， 占据印度西岸的果 

阿为据点， 舰队出没于印度洋各条航线， 在海上拦截印度及阿拉伯的船只， 袭击卡利卡特、 科钦、 

忽鲁谟斯、 阿丹等重要港口， 并在海战中击败印度-阿拉伯联军。 通过火与血的洗礼， 葡萄牙人建 

立了印度洋海上霸权。尔后， 葡萄牙人继续东进， 建立了位于马六甲海峡的据点， 并在中国占据 

一块贸易基地： 澳门。 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控制了中国与欧洲贸易的主要商道。 西班牙人对外经 

营的主要对象是拉丁美洲。在亚洲， 西班牙人建立了以马尼拉为核心的殖民地。明代后期， 马尼 

拉的地位十分重要。当地的西班牙人从美洲运来大量的白银， 引起东亚商界的轰动。来自中国、 

日本及东南亚各港的商船云集此处， 使之成为东南亚贸易中心。在很长的时间内， 西班牙人占据 

马尼拉， 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和澳门， 使欧洲力量称霸于中国南海。其后， 荷兰人、 英国人、 法国 

人的东进， 虽然打破了葡西二国的霸权， 但是， 取而代之的是荷兰及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海上霸 

权。因此， 尽管中国是濒临南海的国家， 并且在南海周边国家早就建立了商业网络， 然而， 自葡萄 

牙人东侵之后， 海上霸权便落在欧洲国家的手中了。当时的中国不是没有力量击败葡萄牙， 而是 

缺少海权意识， 导致海上霸权旁落。 

欧洲国家占据海上霸权之后， 建立了遍及非洲、 美洲、 亚洲的殖民地， 从此控制了环球贸易 

体系。海上霸权的意义是什么？笔者认为， 除了政治上的霸权外， 其核心在于掌控商业利润的流 

向及科技传播的导向。有了海上霸权， 便可以占据世界上最有利的贸易， 并使利益主要流入自己 

的手中。同样， 海上霸权国还可以控制科学技术的传播。他们可以让某些技术流传到某些国家， 

也可封锁某些国家， 使之得不到关键技术。晚清以前的中国从欧洲得到的技术不多， 但欧洲从中 

国得到的技术却很多。例如制瓷的技术、 制造白铜的技术、 制造茶叶的技术， 都是与中国产业有 

关的核心技术。这些技术被欧洲人学走之后， 导致中国制瓷业、 制茶业的国际市场被占领， 中国 

相关产业衰退。这就是欧洲国家掌握海上霸权所起的作用。 

回顾历史， 在公元 1500 年左右， 欧洲人刚刚进入东方， 他们觉得自己的科学技术落后东方 

很多。此后， 欧洲人着力向东方学习， 引进东方的艺术和技术， 一步一步地超越中国、 印度， 最后 

完成了科学技术的超越， 建立欧美延续至今的科技优势。为什么这五百年里， 中国人坐视欧洲人 

一步一步地逼近自己， 最后超越东方？原来人们归罪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 其实， 问题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面。因欧洲人控制了海上霸权， 他们可以操控科学技术的流向， 一方面封锁欧洲最先 

进的技术， 另一方面全面汲取中国的技术， 从而完成超越东方的历史过程。客观地说， 国际贸易 

线路上科学与技术的流向， 实际上受制于海上霸权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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