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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漫漫通中亚
—— 李希霍芬与洛阳之三

□郑贞富

四条商路通洛阳

“丝绸之路”的提出
《李希霍芬

中国旅行日记》
（以下简称《日
记》）写道：“河南
府正好位于各条
大路的节点之
上，因此地理位
置十分重要。”

“这里的道路四
通八达，长江北
边所有地方都可
以租到去河南府
的车。”“我很有
必要认真地考察
一番。”李希霍芬
对河南府（洛阳）
的商路进行了认
真考察，提出河
南府到中亚有一
条古老的商路，
将其命名为“丝
绸之路”。

《日记》中写道：“我走的是河南府
南边的一条交通繁忙的道路，这条路
一直通往赊旗，河南南部的商品多在
那里进行贸易。在汝州时，这条大路
分叉出另一条同样重要的道路去往
位于陈州府附近淮河流域的周家口

（今周口市区），从浙江和上海走大运
河来的船都停靠在那里，运来的货物
也需在那里进行转运。”

这里记述的是洛阳南部的道路，
通往赊旗和周家口。明清时，河南有
繁盛的内河航运。中原的重要商埠主
要分布在河流沿岸水陆交通运输衔接
之地。卫河岸之滑县道口镇，颍河岸
之陈州（府治淮阳县）周家口及其支流
贾鲁河岸之开封朱仙镇，唐河岸之南
阳赊旗镇（今社旗县城），成为中原四
大商业名镇。其中，以周家口最为繁
盛，浙江和上海来的“洋货”、茶业、丝
绸等在此中转。

《日记》中写道：“出河南府的东门
还有一条路通往开封府，进入大平原，
但是很少有人选择这条路，因为要翻过
一座山，更多的人选择经怀庆府，走这
条路的话则需要两次过黄河。从怀庆
府可以去往山东和其他东部行省。”

这里记述的是洛阳通往东部的两
条道路。第一条是走黄河南岸，至开
封。另一条是走黄河北岸，过黄河到
怀庆府（府治河内县，今沁阳市），然后
东行，在开封北过黄河，到达开封，然

后从开封去往山东和其他东部行省。
《日记》写道：“从河南府北门出

去，越过一段小山丘在孟津县附近可
以渡过黄河。”“通往孟津县的这条道
路可以去往怀庆府和卫辉府，并且之
后和樊城过来的商贸大路会合在一
起，继续沿着群山延伸的方向成为最
重要的通往北京的道路之一。这条路
对于河南府的贸易起了重要的作用，
因为卫辉府东北70里外就是卫河边的
高堤镇，从那里可以直接坐船到天津，
而海外的商品也经过这条路运进来。”

这里记述的是洛阳通往北京、天
津的道路。从孟津过黄河，过怀庆府，
到卫辉府（府治汲县，今卫辉市）。在
这里与樊城（今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通往北京的道路相连，然后通往北
京。也可以从高堤镇走水路，直达天
津。高堤镇在内黄县，隋炀帝开凿大
运河的同时，引卫河之水，开凿了通往
天津卫的“卫运河”，高堤镇成为水陆
交通枢纽。捻军之乱时，道口镇毁于
战火，高堤镇取代道口镇成为卫河岸
最重要的商业重镇。

《日记》写道：“如果仅仅关乎河南
府的供给和周边情况，那么上述问题对
外国贸易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但是，货
物到达河南府之后会被运往其他更多
的地方，贸易范围包括邻近的山西、陕
西和人口众多的河南境内，那么对外
国贸易来说意义就不同凡响了。”

《日记》写道：“经上述四条道
路汇集到河南府的货物将通过一
条运河运往西部。同时，还有第
五条道路出城，那就是走西门，然
后沿黄河南岸前进 700 里，到达
黄河大拐弯处的要塞潼关，由那
里再转运到西安府、兰州府和中
亚地区。”

李希霍芬接着说：“河南府和
黄河之间隔着一段低矮的山丘，
黄河深入西北方黄土层的盆地
构成了通往中亚的通道，而东边
则直到中部的平原和大海。从
地图上看，这里就是东部通往中
亚的天然入口，昆仑山和我们即
将前往山西的丘陵地带在此处
形成了一个空档。虽然四周都无
路可走，但是这条两侧都是崇山
峻岭的道路构成了自东向西的唯
一通道。”

李希霍芬在他的另一本著作
《中国》第一卷中说：“河南府通往
中亚，并向西延伸至罗马的商路，

在罗马帝国时代已经形成，中国的
丝绸沿着这条商路到达罗马，因此
可以称为丝绸之路。”

这里，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
“ 丝 绸 之 路 ”这 个 词 。 在 这 之
后 ，德 国 历 史 学 家 赫 尔 曼 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
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引
申了李希霍芬的观点。

1936 年，李希霍芬的学生斯
文·赫定干脆直接以“丝绸之路”
为名出版了一本书，从此，“丝绸
之路”一名逐渐为大众所接受，并
迅速传播开来。

历史，就是在偶然和必然间闪
烁着迷人的光辉。乱世之中，李希
霍芬来到中国，在这个东方古国行
走长达4年。他的记录和文字，成
为当时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资料，
也是我们今日了解当时中国的宝
贵文献，而他重新发现和所提出的

“丝绸之路”，成为今天中国人最熟
悉的地理名词之一。

丝路起点的见闻

李楼三官庙：
洛河南岸人文景观

李希霍芬在提出“丝绸之路”
一词时，同时提出洛阳是丝绸之路
的东方起点。

李希霍芬在对洛阳城的考
察中，对洛阳与西方的古代文化
交流进行了深入研究。《日记》写
道：“（洛阳）街上商铺林立，人头攒
动。只是我在人群中看到为数不
少的回族人，他们在外表上和汉人
有些区别。在这样一个远离东部
的内陆城市见到回族，让人稍感
意外。之前，天主教传教士们就
发现在河南府有回族聚居地，最
近得到证实。人们在一座庙里发
现了一块石碑，上面的文字是希
伯来文。虽然字迹残破，但是内
容似乎是讲述了远古时期一群伊
斯兰教徒从遥远的西方来到中国
的传说。这群人很长时间保持了
血统的纯正，只是后来才和汉族人
融合，并且接受了汉族的风俗习

惯。相关的研究还显示，《圣经·
旧约》中对这一迁徙也有所记
载，由此可以推定，迁徙应该发
生在有文字历史之前，至今有关
研究还并不完善。”

李希霍芬的这段记述，有一
定价值，但是有常识性错误。唐
代中后期，洛阳就有阿拉伯商
人。但是，洛阳回族聚居地的形
成，是从元朝开始的。李希霍芬
说，在洛阳发现的一块希伯来文
石碑，“内容似乎是讲述了远古
时期一群伊斯兰教徒从遥远的
西方来到中国的传说”。这个观
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它用希伯
来文书写，说明这是一块犹太人
石碑，应该记述的是犹太人移民
洛阳的历史。但是，到目前我们
没见到这块希伯来文石碑和相
关文献，对洛阳历史上的犹太人
研究仍是空白。

三官庙位于洛龙区李楼镇三官庙村中部。三官庙村古称
桃园街村，过去是水旱码头，漕运发达、交通便利，为商贾云集
之地，仅村内就有“九庙二寺”圣迹。1952年，桃园街村改名
为三官庙村。

市文物局文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三官庙始建于魏晋时
期，是为祭祀“三皇五帝”之尧、舜、禹而建的庙宇。清道光年
间，三官庙被洪水冲刷，唯独大殿在水中屹立不倒，民众称
奇。咸丰九年，民众集资将该庙迁建至现址。光绪十六年、
十九年、二十五年，曾多次对其捐资修缮，且有诗为证：“古刹
倾北洛水中，另择宝地庙落成。规模虽难与昔比，却也能见吾
皇风。”

三官庙坐东朝西，为三进式院落。一进院的正殿为三官
殿，三开间，硬山式阁楼砖木建筑，灰瓦敷面，正脊施吻。二层
梁架施山水、龙凤彩绘图案，其间绘孔雀、牡丹。

二进院落有大王殿、三仪殿、十王殿、泰昌寺。其中，大王
殿、三仪殿、十王殿为硬山式阁楼砖木建筑，灰瓦敷面，正脊施
吻。墙内嵌17块重修记载、记事碑刻；泰昌寺面阔三间，硬山
式砖木结构，灰筒瓦敷面，二层梁架施有山水、云纹彩绘图案。

三进院落为戏院，现存二层戏楼，面阔明三暗五，硬山式
二层砖木建筑，灰瓦敷面；戏台出檐施斗拱和木雕，嗣头砖雕
精美。

三官庙历来风景优美，人文景观丰富，吸引着文人墨客、
商家大贾观光游览。经过风雨洗礼，现存的三官庙基本保存
完整，现为村民的文化活动中心。（图片由市文物局提供）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李明

合麻绳
□胡树青 文/图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人文河洛”系《洛阳日报》品牌之一，让我们
在这里触摸河洛大地的人文底蕴，感受洛阳
历史的厚重魅力。

扫一扫，关注“人文河洛”
（renwenheluo）

李希霍芬在洛阳城 聂剑帆 画

麻筋儿纺好了，就可以合麻绳了。所谓合麻绳，就是把几
股（通常为三股）麻筋儿拧成更粗的绳。合麻绳需一套专门的
工具，包括大扒头、木瓜子、大拖子、小拖子等。在河洛地区，
使用最多的麻绳，其粗细跟成年人的中指差不多，长度通常为
三丈，俗称“通绳”。

大拖子

木瓜子
大扒头

三官庙三官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