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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域下“邛”在古南方丝绸之路中的作用
程宏伟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ꎬ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邛”为我国西南地区一古族名ꎬ亦为一古地名ꎮ 邛人在秦汉时期的辛勤付出对我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开凿与运行

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ꎮ 依据先秦至两汉时期“邛”的历史记载ꎬ以邛都为中心的“邛”作为南丝路西线的最初开拓区域ꎬ为南

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运行ꎬ提供了必备的人力资源和物产资源ꎬ并在交通互连、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维持管理南丝

路和族群关系拉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纽带作用ꎬ其历史功绩不容忽视和低估ꎮ 历史价值远远超出了经济贸易交流范畴ꎬ亦能

为国家和现代各族人民施行“一带一路”建设大战略提供经验借鉴ꎬ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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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南方丝绸之路是在我国西南地区一定社

会条件下建立起来的ꎬ它连接着不同的民族ꎬ不同

的地区ꎬ是这些地区的居民开发出来的ꎬ而“邛”亦

是这条道路上的重要成员之一ꎮ 十八大以来ꎬ党中

央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ꎬ旨在通过传承中国

古代丝绸之路ꎬ全面建立起以经济交通为主要手段

的国际周边合作贸易伙伴关系ꎮ 从古南方丝绸之

路到“一带一路”ꎬ历史仍然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着ꎮ 当下学界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很多ꎬ对于

“邛”的研究则显得有所不足ꎬ仅有龚伟先生的«战
国至汉晋时期“邛、筰”及同中央王朝关系研究»中

对“邛”在古南方丝绸之路中的作用有简略概述ꎬ有
必要在其基础上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ꎮ 研究

“邛”在古南方丝绸之路中的作用也就具有十分特

殊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ꎮ 对于“邛”在南方丝绸

之路作用的深入研究ꎬ能够对古代西南夷众多少数

民族有更清晰认识ꎬ能够更加了解古代邛人对于南

方丝绸之路的贡献ꎬ有利于形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发展格局ꎬ对我国凉山地区未来综合发展、西南边

疆开发与治理、全国民族文化交流等亦具有特殊的

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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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邛”

(一)邛人

“邛”是我国一古族名ꎬ为汉代西南夷族群中的

一支ꎬ又称“邛都夷” [１]ꎮ 并随其四处迁徙移动而被

人称为邛人、邛民ꎮ “邛”亦为一古地名ꎬ指代当时

邛人生活的区域ꎮ 战国秦汉时期ꎬ中国西南地区属

于“南夷”和“西夷”的范畴ꎬ这时的西南各民族总称

为“西南夷”ꎬ其民族成分十分复杂ꎬ政治不统一ꎬ社
会发展不平衡ꎮ 童恩正先生[２] 将其划分为滇、夜
郎、邛、昆明、徙、笮、冉駹七大系统ꎮ «华阳国志
蜀志»记载:“笮ꎬ夷也蜀曰邛ꎬ皆夷种也ꎮ” [３] 它

们皆被称作“巴蜀西南外蛮夷”ꎮ 而邛人就是生活

在该地域范围内实力比较强的族群ꎬ它位于蜀西ꎬ
属于西夷的民族范畴ꎬ是距离古蜀中心最近的“西
南夷”族群之一ꎬ到秦汉时期以邛都为中心形成了

自己的聚居生活区ꎬ所以称为“邛都夷”ꎮ 据«史记

平准书»ꎬ汉武帝令唐蒙开西南夷道ꎬ曾“散币于

邛僰以集之”ꎬ“邛僰”便是指邛都夷ꎮ 而关于邛人

的族源ꎬ学术界尚无定论ꎬ但可以肯定的是ꎬ邛人是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成员之一ꎮ
古代文献里对各个时期的邛人有大量记载ꎮ

«史记司马相如传»载:邛“近蜀ꎬ道亦易通ꎬ秦时

尝通为郡县” [４]２３００ꎮ 秦朝在邛地设立郡县ꎬ派官吏

进行直接统治ꎮ 在«汉书» «华阳国志» «后汉书»
中ꎬ邛人活动的区域被渐渐描绘出来ꎬ中央王朝对

“邛”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ꎮ 直至东汉建武十六年

(公元 ４０ 年)ꎬ威武将军刘尚平定邛谷王任贵叛乱ꎬ
邛人遭遇灭顶之灾ꎬ有关邛人在正统史观文献中的

记载才逐渐消失ꎮ 实质上邛人没有真正消失ꎬ东汉

之后ꎬ随着与中央王朝和其他“西南夷”族群关系变

化ꎬ或改变名号或与他族融合、迁徙[５]ꎮ
(二)以邛都为中心的古邛人地域

公元前 ３１６ 年秦灭巴蜀之际ꎬ邛人便开始直接

进入中央王朝的视野ꎮ 至汉武帝时期ꎬ邛人突破邛

笮山ꎬ在今大渡河以南包括安宁河河谷广泛分布ꎮ
«史记司马相如传»:“邛君请为内臣ꎬ除边关ꎬ关
益斥通零关道ꎬ桥孙水ꎬ以通邛都ꎮ” [４]２３００武帝

时开发西南夷ꎬ使邛地的国君听说了与汉朝交往的

好处ꎬ请求做汉朝的内臣ꎬ武帝非常高兴ꎬ元鼎六年

(公元前 １１１ 年)ꎬ汉武帝趁灭南越叛乱之际ꎬ对邛

地行军ꎬ才将此地纳入中原版图ꎮ 后来武帝让司马

相如修建了从蜀(成都)到达邛人地区的道路ꎬ史称

“西夷道”ꎬ这使邛人有了更多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

交往机会ꎮ «汉书地理志»载:“元鼎六年ꎬ武帝开

越嶲郡ꎮ” [６]１６００这其中的越嶲郡便是将邛地纳入汉

朝版图后设置的郡县ꎮ 汉王朝以成都为中心ꎬ在巴

蜀故地设立了益州ꎬ越嶲郡便受益州的管辖[７]ꎮ 越

巂郡辖县十五ꎬ县名和邛相关的仅邛都县(今四川

西昌东南)ꎬ但是邛都在越巂郡的地位首先是被汉

王朝认可的ꎬ是越巂郡的郡治ꎮ 据«华阳国志校注»
称:“邛都县ꎬ郡治ꎮ 因邛邑名也”ꎬ“邛都本有邛人ꎬ
故名为邛都” [８]２０９－２１２ꎮ 这里的“邛都”则不仅仅指置

郡县的邛都ꎬ还包括了邛都周围的地区ꎮ 同时ꎬ邛
都也是西南地区较大的商业城镇之一ꎮ «史记西

南夷列传» 记载:“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ꎬ邛都最

大ꎮ” [４]３６２５又荀悦«汉纪»称:“靡莫之数以什数ꎬ自
靡莫以北君长以什数ꎬ邛都最大ꎮ” [９] 虽然汉王朝在

此设置了越巂郡ꎬ但是邛人在此地的势力十分稳

定ꎬ其首领在归附汉朝后仍然享有一定职权ꎮ 它也

被越巂郡范围内的诸多族群认为是实力强盛的一

个大族群ꎮ 邛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基本都在越巂郡

内ꎬ越嶲郡的地理范围大致包括今天安宁河流域与

金沙江南北以四川西昌为中心的大部分县市ꎮ 它

北接蜀ꎬ南临金沙江ꎬ西以雅砻江与“筰”为界ꎬ东界

是大凉山西缘ꎮ 秦汉时期的邛人就主要分布在这

一区域内ꎬ但也有一部分邛人往北面发展ꎬ进入了

今汉源以北发展ꎮ 据«华阳国志蜀志»载:临邛县

“本有邛民ꎬ秦始皇徙上郡实之阐县ꎬ故邛人

邑ꎬ邛都接灵关ꎬ今省ꎮ” [８]１５７阐县即今四川省越西县

附近ꎮ 临邛县即今四川省邛崃市附近ꎬ距成都一百

六十公里ꎬ临邛县之得名ꎬ因与邛人相临近有关ꎬ可
见ꎬ邛人已向北到达了蜀郡ꎬ并与蜀人杂处ꎮ 除此

之外ꎬ在严道县(今荥经县郊古城坝)、青衣(约为汉

源县)、邛水(今为荥经河)、会无(今会理县)等也都

有邛人活动留下的遗迹ꎮ

二、南方丝绸之路在“邛”的路线

南方丝绸之路始于战国末期ꎬ西汉时进入极盛

阶段ꎬ它是古代从蜀郡出发向南经滇、黔进入东南

亚、南亚以至于西亚的一条国际交通路线ꎬ又称蜀

身毒道、滇缅古道、中印缅道ꎬ在中国境内则由灵关

道、五尺道和永昌道三大干线组成ꎮ 南方丝绸之路

的早期道路是如何开始的ꎬ目前还无法考证ꎬ但从

无数中外历史记载和现代考古发掘的史料证明ꎬ南
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要比后来盛极一时的西北

丝绸之路至少早四个世纪以上ꎮ 它从成都出发ꎬ主
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夷道ꎬ又称灵关道、零关

道、清溪道、旄牛道ꎮ 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
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阐县(越西)、邛都(西
昌)、叶榆(大理)等地进入缅甸和东南亚ꎮ 二是南

夷道ꎬ从成都南下乐山、宜宾(僰道)沿五尺道入滇ꎮ
我们从本文前面部分可以看出大部分的邛人地域

都位于南丝路的“西夷道”上ꎬ是南方丝绸之路西线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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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段主要路程ꎬ并且也是古代民族交往的通道ꎮ
令人惊讶的是ꎬ这条两千多年前的古道和如今现代

化的交通线走向基本一致ꎮ １９３９ 年建成的川滇公

路和 １９７４ 年建成的成昆铁路ꎬ大部分是沿灵关道的

走向设计的[１０]ꎮ 南方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在整个

两汉时期都十分繁荣ꎬ之后便逐渐萎靡ꎮ

三、以邛都为中心的“邛”在古南方丝绸之路
中的作用

(一)“邛”是南丝路开拓的先驱

邛人是南方丝绸之路开拓的先驱ꎬ西汉王朝的

边境贸易最初的承担者并不是来自中原的商贾ꎬ而
是以邛人为主体的西南夷族群ꎮ «史记大宛列

传»记载ꎬ张骞从西域归来后曾向汉武帝报告在大

夏时ꎬ见邛竹杖、蜀布ꎮ 张骞问曰:“安得此? 大夏

国人曰:吾贾人往事之身毒(今印度)ꎮ 身毒在大夏

东南可数千里ꎮ 其俗土著ꎬ大与大夏同ꎮ” [４]３８４３邛竹

杖原产于四川邛崃ꎬ在古邛人生活地域内ꎬ且此竹

独特ꎬ非常稀有ꎬ其他地方很少种植ꎬ邛人也善用邛

竹制作工具或工艺品ꎮ 既然邛竹杖能够通过身毒

远销大夏ꎬ在当时还未有官方道路的情况下ꎬ那么

其间定有民间贸易通道从邛人地区通往南亚、东南

亚ꎮ 而在历史上ꎬ古邛人地域有一个逐渐南移的过

程ꎬ在秦灭蜀之前ꎬ临邛是邛北部的重要交通出口ꎬ
位置十分重要ꎬ是南方丝绸之路这条“国际贸易走

廊”西出成都第一重镇[１１]ꎬ之后它被秦汉设置的蜀

郡纳入建制范围之内ꎮ 但临邛和“邛”的联系一直

延续着ꎬ它连接着“邛”与蜀及后来的秦汉之间的文

化交流ꎮ 南方丝绸之路的西干线“旄牛道”第一段

就是从成都经临邛至邛都这一段ꎮ 由此可见邛都、
临邛等邛人地域是南丝路的最初门户ꎮ
(二)邛都是南丝路西线重要交通枢纽

«史记货殖列传»言:“巴蜀南御滇ꎬ僮ꎻ西近

邛笮ꎬ笮马、旄牛ꎮ 然四塞ꎬ栈道千里ꎬ无所不通ꎬ唯
褒斜绾榖其口ꎬ以所多易所鲜ꎮ” [４]３２６１－３２６２从这里我

们可以看到汉初巴蜀内地与邛人地区有着较为便

利的交通[１２]ꎮ 在“邛”独立的族群范围内ꎬ有着重

要的交通路线ꎮ 邛域内交通以邛都为中心ꎬ邛都往

东是一条水、陆相连的要道ꎬ经安上(今四川屏山县

西)、马湖(今四川雷波县东北)入马湖江(金沙江)
溯江而上抵达僰道(宜宾)ꎬ这也是南方丝绸之路重

要的一条直线ꎬ连接着东、西两干道ꎮ 邛都往西交

通路线则相对比较复杂ꎬ分为南北两支ꎻ北支线是

以筰都为支点往西进入旄牛、筰等民族地区ꎬ南支

线是横渡雅砻江进入筰地区ꎮ 邛都往北通往蜀郡

的交通路线ꎬ也即是蜀郡通往邛都的路线ꎮ 这条路

线既是“邛”与蜀的主要交通道ꎬ也是“邛”南退的路

线ꎮ 往南走的这条路线则是连接蜀和滇之间的交

通路线ꎮ 从以上路线可以看出邛都在西南夷中具

有较为优越的交通条件ꎬ它是连接蜀、滇的中转站ꎬ
是沟通筰都、冉駹的门户型据点ꎬ对沟通其他少数

民族地区也有着重要的作用[１３]１３ꎮ 除此之外ꎬ邛都

还有许多重要的关口ꎬ如«华阳国志佚文»有载:
“(严道县)道至险ꎬ有长岭、若栋、八渡之难ꎬ杨母阁

之峻ꎮ” [１４]９６５这里提到的长岭、若栋、八渡、杨母阁就

是蜀郡通往邛都的重要关口ꎬ亦是“西南夷”各族群

与邛人往来的重要场所ꎬ史上的统治者十分重视邛

都这一西南战略要地ꎬ两汉之际几次平乱就主要是

维持邛都这个门户型据点的稳定ꎬ它对于南方丝绸

之路通道上各民族的管理也起到重要作用ꎮ
(三)邛都是南丝路重要经济和贸易中心

邛都处在南方丝绸之路的核心通道上ꎬ是南丝

路商贸活动的主要枢纽ꎮ 回顾秦汉时代ꎬ由于缺少

大宗贸易商品ꎬ官方政权很难去控制南方丝绸之路

上的民族ꎬ只能通过武力征伐设置郡县ꎬ进行政治

管理ꎮ 而随着汉朝西南政治的建置和南方丝绸之

路的形成ꎬ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的贸易比重在不断

加大ꎬ邛都便是最大的受益者ꎮ 武帝平定西南夷

后ꎬ越雋地区进入了大一统王朝的版图ꎬ与中央王

朝的联系自然也就增多了ꎮ 丝绸之路既然是以商

业交换而形成的ꎬ那么丝路的繁荣必然是以交换产

品为前提的ꎬ邛都地区有着丰富的物产ꎬ丰富的铁

矿ꎬ如安宁河流域丰富的铜矿资源就足以吸引大量

商人、铜工不断进入邛都进行商贸活动ꎮ 而各地之

间以及边地与内地之间联系性的不断增长ꎬ首先是

由商业贸易这一渠道来实现的ꎮ 早在置县以前ꎬ邛
都就有“魈结ꎬ耕田ꎬ有邑聚”的种族ꎬ也有“编发ꎬ随
畜迁徙”的部落ꎮ 而巴蜀商人常常将织锦、竹木等

商品运入这一区域ꎬ以此来获取邛人的痄马、僰僮

(奴隶)以及换取财富ꎮ «史记货殖列传»言:“巴
蜀亦沃野ꎬ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ꎮ
南御滇ꎬ僮ꎻ西近邛笮ꎬ笮马、旄牛ꎮ” [４]３２６１－３２６２巴蜀之

民与邛人的商业交换十分密切和频繁ꎬ互相之间以

多余的物资换取所缺的物资ꎬ且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不同的地区它有不同的贸易货物ꎬ较早的时候

可能以输送铜料、丝绸为主ꎬ西汉时铁、盐等物成为

大宗贸易货物[１５]ꎬ除此之外还有小宗货物ꎬ如邛竹

杖等ꎮ 不可否认的一点ꎬ“邛竹杖”一定是和邛人有

关系ꎬ这种关系最有可能便是邛人善于在南方丝绸

之路上对不同地区的物产进行贸易活动ꎮ 这种商

业交换ꎬ无疑也反映了凉山地区与巴蜀的初步交

流ꎬ增强了邛人地区与巴蜀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文

化联系ꎬ使邛都成为两汉时期货物云集、商旅驻留

的繁华商业城镇ꎮ 另外“邛”本身便是定居农耕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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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ꎬ社会结构的发展程度位于前列ꎬ由于大量使用

了青铜农业生产工具ꎬ经济在西南夷族群中最为发

达ꎮ 而邛都人民也在不断吸收中央王朝先进的生

产工具和技术ꎬ吸收着外来商品ꎬ同时也不断向域

外推销自己的物品ꎮ 近年来ꎬ“在西昌、昭觉、喜德、
会理等地的汉墓出土了近 ５ ０００ 枚汉代货币ꎮ” [１６]

上述物品的出土也证明了存在大量生产贸易、经济

交流ꎮ 由此看出ꎬ邛都是南方丝绸之路西夷道上的

经济贸易中心ꎮ
(四)“邛”为南丝路提供相应资源

在“邛”的历史时期里ꎬ一直都拥有丰富的盐、
铁、铜、竹等物产资源ꎬ这些资源也很早得到了开

采ꎮ 同时“邛”又为南丝路提供了必备的人力和水

系资源ꎮ 邛人既是南方丝绸之路最初的开辟者也

是主要的受益者[１７]ꎮ «汉书地理志» 中便有详

述:“越巂郡邛都ꎬ南山出铜ꎬ会无(治今会理

县)出铁ꎮ 有邛池泽灵关道ꎬ台登ꎬ孙水南至会

无入若ꎬ行七百五十里ꎮ” [６]１５９８－１６００书中所载的南山

之铜ꎬ今也有汉代考古的印证ꎬ这就是著名的东坪

汉代冶铜铸币遗址ꎬ在今西昌市螺髻山附近ꎬ面积

约 １００ 万平方米ꎬ出土遗物数百件ꎬ比较具有代表性

的有王莽货泉、钱范、铜锤、铜锭、铜镜、铁斧、独木

梯、耐火砖、五铢钱、陶罐、铸有蜀郡铭铁器和生活

用具ꎬ这说明南山之铜在公元 １ 世纪前即行开采ꎮ
邛地其他地方也多发现汉代铁器、铜器ꎬ种类也较

多ꎮ 而且能被«汉书»记载的产铜之地ꎬ其规模应该

说都是具有国家影响力的ꎬ遍查«汉书地理志»能
有此待遇的ꎬ也不过丹阳、越嶲、益州三郡而已[１８]ꎮ
另«华阳国志蜀志»也有载:“严道县有铜山ꎬ
文帝赐邓通铸钱处也” “零关道ꎬ有铜山ꎮ” “临邛

从布濮水来合(火)文井江ꎮ 有火井井有

二水ꎬ取井火煮之ꎬ一斛水得五斗盐ꎮ 有古石

山ꎬ有石矿ꎬ大如蒜子ꎮ 火合烧之ꎬ成流支铁ꎬ甚

刚ꎮ”“台登 (泸沽) 县ꎬ山有砮石ꎬ火烧成铁ꎬ刚

利ꎮ” [３]１６１－２０９可以看到ꎬ先秦两汉时期ꎬ邛地的铜矿、
盐铁资源得到大量开采ꎬ成为巴蜀地区重要的资源

基地ꎮ 历代王朝对邛地也是非常重视ꎬ这应当和该

区域内丰富的矿产资源有关系ꎮ 在中央王朝在邛

地设郡县以前ꎬ它们只能以掠夺的形式获取马与奴

隶ꎬ而等待郡县稳定下来ꎬ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以后ꎬ
就可以对自然资源进行深入的开发ꎬ能够通过郡县

的开发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ꎮ
同时南方丝绸之路也是以邛人的农业经济发

展为基础的ꎬ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邛都夷

者ꎬ其地平原有稻田ꎮ” “邛都县ꎬ特好蚕桑ꎬ宜
黍、稷、麻、稻、梁ꎮ” [１９]２８５２可以看出越雋郡郡治所在

的安宁河谷地区也是适合农耕的好地方ꎬ再加上邛

人本就是农耕民族ꎬ能精耕作稻、酿酒制粮ꎬ这也为

南丝路的运行提供了最基础的粮食资源ꎮ 总的来

说ꎬ“邛”为南方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必要的储备资

源ꎬ做出积极的贡献ꎮ 各种资源的开发ꎬ是“零关

道”畅通ꎬ西南丝绸之路南北线实现连接的重要动

力和保障ꎬ它直接促进了中国西南各地区之间ꎬ以
及古代中国与缅甸、印度的经济贸易交流ꎬ其意义

是不宜低估的[２０]ꎮ
(五)辐射影响南丝路民族地区

由于生活环境、社会结构等存在差异ꎮ “邛”更
容易接受中央王朝的改造ꎬ相较而言“筰”等西南夷

民族在接受中央王朝的改造方面就远不如“邛”ꎮ
这些西南夷少数民族部落居住分散ꎬ文化习俗各

异ꎬ而且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不平衡[２１]ꎬ甚至还有原

始部落的存在ꎬ生产水平十分落后ꎮ 而邛在秦汉时

代是在西南地域范围内公认的实力比较强的族群ꎬ
它是“耕田ꎬ有邑聚”的定居民族ꎬ其社会已经进入

奴隶社会发展阶段ꎮ 中央王朝对邛都极为重视ꎬ在
其地设置郡治便可以看出ꎮ 汉朝派到越嶲郡的官

吏会通过所封的王、侯等去实施具体的统治ꎬ很多

少数民族地区还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ꎬ因此只能采

取这种顺其俗、顺其民的“以其故俗治”的办法ꎬ让
他们去管理、拉拢周边的民众ꎬ继而这种政策也收

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ꎬ越嶲郡及其周围地区在西汉

时期社会十分安定ꎬ在整个汉代ꎬ没有发生过大的

战乱ꎮ “邛”也是西南夷族群中最先融入南丝路商

贸体系的族群之一ꎬ活动范围极为广阔ꎮ 在“邛”的
影响带动下ꎬ笮、徙等西南主体民族也在渐渐参与

到南丝路的商贸活动中ꎬ成为我国西南边疆经济文

化交流的使者ꎬ互相接触ꎬ互相促进ꎬ他们之间的差

距慢慢缩小ꎬ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ꎮ 例如邛地有大

量铁矿的开采和冶炼ꎬ这必然会使用到大量铁制生

产工具ꎬ对周边民族生产的影响也特别大ꎮ 他们长

期和持续不断的经济贸易ꎬ最终达到很好的交流ꎮ
(六)推动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邛”是川西南古老的土著民族ꎬ早在汉王朝势

力进入西南地区之前ꎬ便存在着长期边境贸易的历

史ꎮ 而货物往来必然伴随着相互间的文化交流ꎬ进
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ꎬ各民族逐渐融合[２２]ꎮ 在文化

交流方面ꎬ邛在整个西南少数族群中地位突出ꎬ特
别是与蜀郡、筰等之间的联系最为密切ꎮ 邛人的文

明也不单单包括它自身的文明因素ꎬ在其文明发展

过程中也吸收了来自外部的各种文明的精华ꎬ邛人

也开始习染汉族文化ꎬ与汉族文化接触往来变得频

繁ꎬ文化水平也不断提高ꎮ 安宁河流域大石墓葬则

反映了古代邛人与西南夷族群的文化交流情况ꎬ其
早期出土器物中包含了川西青铜文化、滇西和滇文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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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文化因素ꎬ这表明“邛”与云南、川西等地方的

少数民族都有文化上的一个深层次交流ꎮ 虽然道

路险难ꎬ但互动不断ꎮ
文化的和谐也势必促进血缘的交融ꎬ“邛”与

汉、藏、彝等民族联姻的家庭也不断产生ꎬ不同的民

族饮食、服饰相互吸纳ꎬ民族之间相互融合发展[２３]ꎮ
同时ꎬ政治上的友好往来ꎬ也使得大量汉人移入邛

人地域ꎬ促使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的同时ꎬ民族构成

也在发生着变化ꎬ邛人逐渐被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ꎮ 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越嶲四郡共有“编
户”２７ 万多户ꎬ１６３ 万多人[６]１６１０－１６２０ꎻ«后汉书郡国

志»云:越嶲五郡共有“编户” ５６ 万多户ꎬ３３１ 万多

人[１９]ꎮ 根据当时的政策ꎬ这些“编户”绝大部分是

汉族人民和趋于汉化的少数民族ꎬ从上面数字来

看ꎬ汉人进入邛地者ꎬ显然有相当的数量ꎬ他们迁徙

到邛地与邛人杂居ꎬ与邛人交往密切ꎬ对邛人生活

产生了重大影响ꎬ邛人地区成为大一统汉族文化在

西南地区繁荣发展和传播的中心ꎬ成为汉文化与西

南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交汇地ꎮ

四、结语

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汉族人民带动创造的历

史奇迹ꎬ也有“邛”民族的聪明才智、辛勤劳作ꎮ 它

作为一条商道、交通要道、民族迁徙的通道ꎬ对当时

该地区各方面发展和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均有重

要意义ꎮ 邛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ꎬ对“南方丝

绸之路”的开凿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ꎮ 邛都是古代

邛人最大的聚集地ꎬ也是先秦至汉晋时期西南地区

的政治、交通、经济、文化中心ꎬ它借南方丝绸之路

形成集镇ꎬ并与其他少数民族形成彼此之间较为整

体的网络联系ꎮ “邛”是南方丝绸之路开拓的先驱ꎬ
是我国西南边疆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拓荒者ꎬ也
正是由于它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ꎬ主动参与商贸活

动ꎬ并带动其他西南夷族群快速融入南方丝绸之路

体系ꎬ南方丝绸之路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功效ꎮ 同

时ꎬ邛人在古南方丝绸之路中所留下的印记ꎬ也为

现代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面向南

亚东南亚辐射中心ꎬ沿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铺垫

了历史的基石ꎬ但历史功绩毋庸置疑ꎮ 作为一个有

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ꎬ中华文明必将在承前启

后的道路上涅槃重生ꎬ为民族友好往来乃至为人类

做出更大的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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