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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大型線型文化遺產研究學術著作《絲綢之路中國段文化遺產研究》由三
秦出版社出版。這套書全面反映絲綢之路中國段遺產的歷史文化內涵，從歷史學、
考古學等多個角度對絲綢之路的線路沿革、走向、重要古城遺址、石窟寺遺址等
進行了綜合性研究，而且還著重對絲綢之路文化遺產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
學研究價值等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討論。

據編輯介紹，這套叢書首次從文化遺產的視域下對陸上絲綢之路中國段進行
全方位綜合性研究，在具體編寫上摒棄了專題研究的撰寫方法，採用以點帶線研
究文化遺產的科學編寫方法，在絲路研究上是首創。項目主創團隊陣容強大，學
術水平較高，在撰寫過程中，他們整合了絲綢之路沿線的文物資源，同時依托北
京以及絲綢之路沿線各大城市的文物及科研單位的學者和專家資源，使本項目成
為國內外該領域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第一卷《絲綢之路歷史沿革》
雍際春著 2015年12月 Ｂ５ 342頁 三秦出版社 ￥8,100

本卷是關於絲綢之路開闢、形成、演變、衰落歷史進程的學術著作。作者在廣收博
採中外學術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絲綢之路主幹道——沙漠（綠洲）絲綢之路中國段為
探討主線，系統全面論述歷史上絲綢之路開闢和發展演變的全貌，科學評價了中國在絲
綢之路形成和經營中的主導地位和文化傳播作用，從而得出結論，絲綢之路推進了中西
方人類文明的共同進步，歷史上絲綢之路交通道路網的開闢、發展和經營，實際上就是
東西方之間國家和人民共同探索和開發的產物。

第二卷《長安與西域之間絲綢之路走向研究》
朱徳軍/王鳳翔著 2015年12月 Ｂ５ 500頁 三秦出版社￥9,500

本卷分上下兩編、七個章節。上編探討先秦以降至唐代的絲綢之路。包括秦隴絲綢
之路、北疆草原絲綢之路、西域絲綢之路三部分。下編系統探討先秦至唐開元以前中原
王朝經略西北與絲綢之路走向的變遷。包括隋朝以前各朝、隋朝、唐高祖太宗、唐高宗、
武後至睿宗三朝經略西北與絲綢之路走向。全書撰寫的時間為先秦至唐代開元以前，地
理空間則為長安至西域之間的關中、北疆、河隴、西域區域，集中探討秦隴絲路、北疆
草原絲路、西域絲路等東西走向的主幹線路。文中涉及中原王朝推行的民族政策、國家
戰略以及諸多民族與國家的博弈。

第三卷《絲綢之路與古代東西方世界的物質文化交流》
陳凌/莫陽著 2015年12月 Ｂ５ 194頁 三秦出版社 ￥5,800

本卷主要對絲綢之路上的古代東西方世界的物質文化交流做了闡述，主要包括絲綢
及棉毛織物、戰車與西域馬、金銀製品與貨幣、寶石與玻璃器物、造紙與印刷術、異域
食物、飲酒與吃茶、異域樂器、建築與家具等。

第四卷《絲綢之路的宗教遺存》
陳凌/馬健著 2015年12月 Ｂ５ 234頁 三秦出版社 ￥5,700 

本卷是一部關於中國段絲綢之路上佛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研究的學術著作。作
者立足國內外學者和機構的考古成果，結合漢文傳世文獻和正史，以及粟特文、古印度
文、梵文等資料，另外，還參考利用了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和各大博物館的藏品，對絲
路上傳播廣泛的以上四大宗教做了系統的梳理和研究。這部作品在學術上極富特色，除
過對佛教做了大量研究外，對三夷教做了超邁前人的介紹和研究。諸如，祆教的興起，
在中國的聚落、祆祠、墓葬及其中國化問題，十分有見地。

第五卷《絲綢之路的古城》
陳凌等著 2015年12月 Ｂ５ 266頁 三秦出版社 ￥7,000

本卷是一部介紹絲綢之路沿線重要古城的著作，擇取了絲綢之路沿線的幾處重要古
城進行闡釋，如烽燧亭障、樓蘭古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北庭故城等，通過對這些
古城地理環境、歷史沿革以及相關考古發現的介紹，展示了它們多文化交融的特質和在
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為讀者把握、了解絲綢之路提供了基本骨架。



第六卷《絲綢之路鼎盛時期的唐代帝陵》
劉向陽/王効鋒/李阿能著 2015年12月 三秦出版社 ￥8,500

本卷是一部關於唐代十八陵與絲綢之路關系的學術著作。作者依據唐代歷史文獻、
考古資料和申遺文本資料，首先系統論述了唐代帝陵的興起、形成原因、分佈、類型、
基本結構、陪葬墓以及唐陵的石刻藝術等相關內容，揭示了絲路的興衰與唐陵的興衰
之間的歷史關系；其次論述了唐代帝陵的大型石刻、陪葬墓出土壁畫和俑像以及石槨
白描線刻畫的藝術價值及其中的域外文化元素和關系。另外，對唐代帝王陵的分期研
究也極具特色。

第七卷《西漢長安——絲綢之路起點》
肖愛玲著 2015年12月 Ｂ５ 312頁 三秦出版社 ￥7,200

本卷主要論述了絲綢之路的起點長安城及其週邊地理環境、長安城建造與研究發
掘概況、長安城空間布局與結構特徵、長安城園林建設、長安城物質文化遺存等。從
都城選址，都城建設與後代利用，都城空間構成及都城內外交通、都城禮制建築、皇
家園林、西漢帝陵、絲綢之路與都城的之關系以及都城對京畿地區社會、經濟、文化
的影響，都城遺址價值評估等方面全景論述西漢長安城。

第八卷《漢魏洛陽城——漢魏時代絲綢之路起點》
趙振華/孫紅飛著 2015年12月 Ｂ５ 285頁 三秦出版社￥6,500

本卷是一部介紹漢魏時期絲綢之路起點——漢魏洛陽城的著作，主要論述了漢魏
時代絲綢之路起點——漢魏洛陽城的歷史沿革、古城遺跡、禮制建築、太學、街市與
作坊、佛教建築等，以及漢魏時期與西域諸國的文化交流，展示了數百年間中國與絲
綢之路沿線國家和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表現出這座文化名都的歷史風雲和作為
絲路起點的魅力風采。初審時已對稿件作了認真的通讀，認為結構布局合理，內容全
面翔實，基本框架清晰。

第九卷《隋唐長安——隋唐時代絲綢之路起點》
杜文玉/王麗梅著 2015年12月 Ｂ５ 362頁 三秦出版社 ￥8,400

本卷是關於隋代都城大興城和唐代都城長安與絲綢之路關系的學術著作。作者以
文獻資料為基礎，以考古資料為依據，結合實地踏勘，從城市特徵與功能、大明宮三
大殿及其宮殿群的功能、長安與絲綢之路的關系和地位等全新的視域和角度詮釋了國
際化大都市長安的包容、開放、進取的輝煌氣象。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部書稿又是一
部唐代長安的城市史的力作，在城市政治、軍事、經濟，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上都有所
突破。

第十卷《隋唐洛陽——隋唐時代絲綢之路起點》
毛陽光著 2015年12月 Ｂ５ 214頁 三秦出版社 ￥5,600

本卷是一部關於隋唐時代洛陽城與絲綢之路關系的學術著作，從洛陽城市的結構
與布局、特徵與功能、洛陽移民、落葉的外來文化與宗教、洛陽與絲綢之路的關系和
地位等全新的視域和角度詮釋了國際化大都市洛陽的輝煌氣象。從這個意義上講，這
部書稿又是一部隋唐洛陽的城市史的力作，在城市建設、城市文化、絲路移民的洛陽
生活、中西文化交流、隋唐遺址保護等方面都有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