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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之路"J:的文朋傳播——評壬勇《東亜文化環

流-t講》 ,J: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8年

金鏞鎮

上海外國語大學

王勇的《東亞文化環流十講》一書，基於｀｀以中國文化為源頭、

文明共存為理念、比較研究為方法＂的研究思路，以新穎的視角、

豐贍的史料，追述東亞文化發源、傳承、流播、變異、融合、再生

的軌跡。

該書以廣闊視野俯視東亞各國，形成了中國、朝鮮半島、 H本列

島文化傳播的線路，並在此基礎上論及越南等南亞，以及絲綢之路

所覆蓋的西亞。從藝術、血緣人種、典籍、漢文學、佛教等一般意

義上的文化形態，延展至流通於東亞各地的文化意象、筆談文獻等

諸多要素，從不同的角度與切入點進行了多維立體空間的考證。

作者在該書中提到的最重要的關鍵點在於對｀｀文化東亞＂的闡

述。在這一點上，他不僅構建了一種獨到的理論框架，並用豐富的

案例來證明了他的觀點。案例中包括對物質傳輸、技術革命，還有

精神上的傳播，其屯作者認為最為重要的則是對內心世界的連動。

從東亞的視角來說，占據首位的還是精神上的傳播，其中｀｀書籍＂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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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疆域'' 界定與內涵

該書在理論上有所創新即是提出了關於什麼是｀｀文化疆域＂的概

念，它是指一種領先周邊的、高度發達的、具有權威的、占據主流的

文化，超越民族、宗教、國界向四周彌漫擴散，在其影響所及的區域

形成一個中心，但沒有明晰的邊界。突破以國為界的研究套路，論述

以中國為源頭的物質文明、技術文明、精神文明對周邊地區的多層次

輻射，建構｀｀源頭＂ ｀＇屯心＂ ｀＇周緣＂諸要素互動的文化同質圈。尤其

是論述｀｀東亞傳統文化爭奪戰＂時所云｀｀文化源頭與生俱來，文化中

心靠後天爭取＂，令人印象深刻。該書不僅構築了一個古代東亞文明

流播的理論模式，還揭示了東亞諸民族、各地區之間人員往來與交流

的規律途徑。

作者強調，從東亞文化交流的千餘年曆史來看，除了大家耳熟能

詳的漢字文化圈、儒教文化圈、漢譯佛教圈等，還可以舉出中國文化

自秦漢以來，傳播周邊、恩澤四鄰，形成一個持續而穩定的文化共

同體。漢代，把絲綢、紡織、農耕、金屬、陶瓷等技術與產品推廣

到周邊地區甚至遙遠的西方。唐代，通過傳播典章制度、宗教信仰、

儒教倫理、天文地理、建築園林、繪畫書法、音樂舞蹈等，極大地

提升了周邊國家的文明程度與知識水准。

之後，又經曆了千餘年的滄桑變遷，雖然宋元明清各朝各代，

在某些局部均有超越前代或開創新局的成就，如宋代的禪宗、朱子學、

印刷術，明代的醫學、航海術、白話小說等，起到了充實、加固、擴

展傳統文化疆域的作用，但沒有一個朝代能從根本上取代唐朝的影

響力。

這些東西都曾走出國門傳揚四方，形成一個乂一個的｀｀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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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圈圈＂重疊起來就形成了文化的疆域。大概世界上沒有人否認，

東亞傳統文化中的主要元素，都是從中國源源不斷地流向周邊國家的，

因此，東亞文化疆域的源頭在中國，這是鐵定的事實，不用去懷疑。

二、｀｀物質與技術文明'' 傳播與變異

該書寫道，從陶瓷、絲綢、貨幣、服飾等物質傳播與生產技術的

角度看來，很多都是從中國向周邊擴散的。高度發達的中國藝術頃刻

間席卷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很快顛覆了周圍東亞各國的原始傳統，

其藝術從封閉走向開放，匯人了新的生機，並各自百花齊放，出現了

東亞藝術的環流盛景。

作者認為，絢麗燦爛的舶來藝術令人傾倒，鄰邦熱衷於對中國藝

術的追隨和模仿，從而在東亞藝術的發展進程中出現了重大轉折。一

種文化在傳承和流播過程屯必定會發生種種變異，在此意義上，模

仿藝術並不是對母體的單純複制，由於主體和時空的轉換，形狀也許

會走樣，功能未必就雷同。這種藝術的模仿應該看作是藝術的再創

造活動。

作者提到，以中國為源頭的文明傳播來說，起到基礎影響的是物

質文明，它改變了接受者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技術文明則影響比較

大一些，它改變了接受者的生活方式，乃至生產方式與力量。

在本書屯他詳細地例舉了幾種物質與技術的傳播途徑，包括：

韓國出土的，夾雜着大量銅鏡、毛筆、五銖錢、刀子等文物一起發現

的公元前一世紀前後的扇子；日本古墳中發現的神獸鏡，雖其形體、

紋樣、銘文皆有異於中國出土的銅鏡，但也是中國的變種； H本遣唐

使模仿長安城建造藤原京；日本仿造｀｀開元通寶＂制作｀｀和同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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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習唐朝的《永徽律令》頒布《飛鳥淨禦原令》《大寶律令》；日

本的裁縫技術是中國南北時期江南的｀｀吳女＂所傳授的，遣唐使們穿

着帶有唐朝風格品位的服飾還鄉，引發日本對唐服的熱潮，促使它在

唐風影響下大幅度改良；螺鈿工藝起源於中國，盛唐時傳播於四鄰、

日本經過模仿和改良；此外，日本從唐繪中衍生出大和繪，從漢字書

法中變化出假名書法；花道、茶道、金碧障屏畫、繪卷物、書院建築

樣式、假面具等和風藝術也異彩紛呈，逐漸使日本藝術趨向定型。

在整本書中最關鍵的話題，是有關｀｀絲綢之路＂的敘述。作者

指出，蠶桑不僅僅是一種生產技術，也是凝聚着中華民族智慧的

文明載體。自從漢武帝時張騫鑿空西域，開拓了貫通東西方的絲

綢之路，｀｀絲綢＂便源源不斷地傳播到西方。古羅馬人基於牧民的思

維，堅信這些神奇的紡織品，其原料采集自長滿羊毛的樹木，虛構

出所謂的｀｀羊毛樹＂傳說。當西方人堅信絲綢是從｀｀羊毛樹＂上采

集而來時，中國的養蠶、植桑、抽絲、紡織技術傳播到東亞各國。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均能量產絲綢，有些

具有本土特色的絲綢還回傳到中國，充實了絲綢文化的內涵。隋唐

時期中國書籍大量傳播到海外，更是熏陶了周邊民族的心靈。

作者在書中提到了有關物質文明與技術文明的域外傳播與變異，

但一方面向讀者拋出了更為尖銳的話題。他質疑道，位於今甘肅省敦

煌市西南的陽關，曆來是中國通往西域的咽喉之地，是絲綢之路南路

必經的關隘，但為什麼大量的、頻繁的｀｀絲綢＂交易並沒有形成文化

共享的局面呢？為什麼｀｀絲綢＂這種商貿物品，雖然走出了國門，但

沒有擴展其文化疆域呢？

對此問題，作者做了解釋，以｀｀絲綢''為代表的物質文明，能

給其他文明增添異國色彩，但無法從根本上影響其文明的形態；以｀｀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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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為代表的技術文明，能促進周邊民族的生產力發展，但無法重

塑人們的內心世界；唯有凝聚着中華民族理念、智慧、知識的書籍，

猶如文明的種子播撒到周邊國家，在異國他鄉生根發芽，雖然不免

出現種種變異，但中國文化的遺傳基因始終傳遞着古老的信息。這

些源源不斷從源頭輸送至周邊的 DNA, 便是文化疆域的生命源泉

和靈魂。

三、｀｀精神文明'' 源頭與中心

本書抓住東亞傳統文化中的漢字、漢文典籍、工藝、佛教等主要

元素，分析其生成之｀｀源頭＂和環流、發展之後形成的｀｀屯心＂，以及

各中心之間的關係，探討了東亞世界話語體系和話語權的問題。

那麼，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通過什麼方法建構起一

片唐風熏染的文化疆域呢？作者概括地說，這既不是唐朝靠武力征服

獲取的，也不是靠絲綢貿易等經濟手段開拓的，而是因為博大精深的

中國精神徹底改變了周圍的文明景觀。

我們可以根據東亞共用的｀｀漢字＂稱之為｀｀漢字文化圈'\亦可

以根據其共有的｀｀儒學＂稱之為｀｀儒家文化圈＂，還有通過漢譯｀｀佛

學＂在東亞傳播的｀｀佛教圈＂等。隋唐時代，高句麗、新羅、百濟

以及日本、越南等普遍使用漢字，知識階層具有較高的漢文閱讀，

寫作能力，因而中國的書籍成為周邊國家攝取先進文化的主要媒介。

也就是說，盛唐通過書籍、文字、律令體制掌握了東亞的話語權，

建構了東亞的價值觀、學術和概念體系。

然而，真正對東亞地區產生持續而深遠影響的，應該是｀｀書籍"。

如果說東西方之間存在一條以絲綢產品為象征的｀｀絲綢之路＂，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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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各國之間則存在一條以漢文書籍為標志的｀｀書籍之路＂。因典籍

的留存形式而具有長期的保存性與延續性、滲透力與拓展力，進而對

文化輸人國精神層面的影響力難以估量。作者在 20 多年前最早提出｀書

籍之路＂的概念，當時國內外主流媒體均有較大反響。

作者認為，西域各國的使節頻繁出人長安，他們瞄着絲綢而來，

滿載絲綢而歸，十九世紀普魯士地質學家李希霍芬把束西商貿通道

命名為｀｀絲綢之路＂，是十分貼切的。然而，日本、朝鮮甚至越南

的遣唐使，他們主要是瞄着書籍而來的，甚至舍棄絲綢購買書籍

而歸，那麼東亞各國之間的通道，應該稱｀｀書籍之路＂才對。｀｀絲路＂

與｀｀書路＂呈現出全然不同的文明景觀，中國通往西方的是｀｀絲路＂，

穿越廣袤的沙漠，駱駝運載的是絲綢；中國連接東亞各國的是｀｀書

路＂，跨越浩瀚的大海，舟船運載的是書籍。

｀｀絲路＂與｀書路＂不僅地域不同、傳播工具不同、流通內容不同，

更重要的是文明內核與生命機制截然不同。古代曾經大批量、持續性

輸往西域的絲綢，現在即便從深埋沙漠的遺存中出土，大概也已經腐

朽而不堪穿用；然而，當年遣唐使攜歸的書籍，直到今天依然是人們

智慧的源泉。

提到文化的源頭與屯心時，作者以自己獨特的視角解釋道，東亞

文化疆域的源頭在中國，我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那麼，這個文化疆

域的中心，是否也在中國呢？如果光看唐朝 300 年，那是毋庸置疑的；

倘若回眸千餘年，這話就不能說死。因為對一個文化疆域來說，源頭

是與生俱來的、恒古不變的、獨一無二的，然而中心則是後天造就的、

應時變遷的、可以多個屯心並存的。文化疆域的中心，未必永遠定格

在源頭，往往在｀｀吞吐＂現象最活躍的地區凝聚成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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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的環流 ｀｀吞與吐',

這本書提出｀｀文化環流＂概念，突破以往的｀｀文化交流史＂硏究

方法，從文化源頭之中國出發，視野所及涵蓋朝鮮、 H本以及琉球、

越南等地，強調文化並非｀｀點＂對｀＇點＂的直線傳播，而是在文明生

態互不相同的區域呈現迂回曲折的傳播路線；重視中國文化在傳播

過程中不斷吸納異文化因子，促使自身的不斷完善與持續進化。作

者把這種文化運動方式歸納為｀｀吞＂與｀｀吐＂，動態觀之便是｀｀文化

環流＂形態。

作者認為，評價一個國家文化實力的標准，原創了多少文化固然

重要，而更重要的是看文化的活力。以海納百川之勢吸收周邊國家的

文化，這是｀｀吞＂ ；以天下無私之心輸出文化，這是｀｀吐"。

在｀｀域外書籍的回流＂章節中，作者指出，此｀｀書籍之路＂並不是

單向流播的，東亞諸國的漢文書籍也沿着同一條｀｀書籍之路＂逆向輸

人到中國。扮演逆向輸入主角的不是別人，正是那些在唐購求書籍的

遣唐使們。在此，作者析出了｀｀環流＂理論中｀｀逆向＂這一重要環節，

將文化的回流命名為｀｀逆向輸入＂，並肯定了遣唐人員在漢籍傳播與回

流過程中無以替代的關鍵作用。而透析此類文化傳播的現象與模式，

作者將其命名為｀｀回流",可謂獨具哲理與韻味。

遣唐使遠途涉海而來為求書籍，曾幾何時，漢籍在域外的東亞各

地生根發芽，而後又回流至其起點的中國。作者提到，日本從｀＇吞"

下中國文化後，進人漫長的模仿、咀嚼、取捨、消化的階段，比如他

們精心保管中國傳去的唐寫本，並且大量傳抄甚至注疏；再如依據本

國的國情吸收密教的諸多元素，從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祖庭危急之

時，任命天臺僧日延為｀｀繕寫法門度送之使＂，謄抄 500 多卷天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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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送回中國，可謂｀｀雪中送炭＂。

從｀｀吞進＂到｀｀消化＂再到｀｀吐出＂，這個過程一氣呵成，終於

在某個時段把H本推上了｀＇屯心＂的寶座。天臺宗的源頭—天臺山與

國清寺，被東亞各國尊為｀｀聖地＂與｀｀祖庭＂，這是祖先留給我們的

遺產，自然應該珍惜呵護；然而要確保｀＇屯心＂的地位，唐朝｀｀氣吞

山河＂的氣概、｀｀日月無私＂的胸襟值得我們學習，日本人的繼承與

創新也值得我們借鑒。

需強調的是，文化的回流並非單純意義上的逆向輸人，輸入國在

吸取中國文化的同時融人了本民族的智慧與心血，並在此基礎上形成

了具有該民族特征的混血文化。而這種文化又在某一時間，通過某

種方式回流至其源頭。回流至中國的這些文化要素不僅體現了接受方

對漢文化的解讀與創造，也詮釋了東亞區域文明的存在形式與特征。

該書分析了大唐能夠推動東亞文化環流的｀｀吞吐力＂，亦即｀｀文化

的活力＂，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無論是吞還是吐，都能激發創造的活

力。｀｀環流＂不僅局限於＇書籍＂這一古代東亞文明交流的主旋律，而

是人員往來、文化傳播、物資循環等諸多層面交流過程中的實際運作

狀態。這就揭示了古代東亞文化交流的規律、方式與特征，為東亞

區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並將廣泛運用於東亞人文學

領域的諸多層面。

作者強調，文化的輸出，不僅僅是施舍；文化的攝取，也不僅

僅是領受。雙向的、甚至是多向的交流，才能使一種優秀的文化獲

得永生。這便是我們在尋繹書籍之路過程中，獲得的最深的感悟。

無疑，人員在肩負文化交流重任的同時也兼具了文化載體的功用，

其流動與交融也必將帶動文化的｀｀環流'\

本書提出了以下重要觀點：文化疆域的源頭與屯心，是一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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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集中體現。這種文化軟實力，在建構未來新

型國際秩序之際，與軍事力、經濟力相比，具有更強的穿透力與親

和力、可塑性與持續性。｀｀源頭＂是需要我們去繼承、呵護的，｀｀中心"

是需要我們去激活、爭取的。如果我們高枕無憂、掉以輕心，不僅

會退出｀｀中心＂，甚至有可能連｀｀源頭＂也會枯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