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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阿尔文•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中，将农业革命作为人
类历史三次浪潮中的第
一次。以农业为主的这
次 浪 潮 ， 在 人 类 历 史
上延续时间非常长，直
到18世纪工业革命。其
中，中国毫无疑问承担
主角地位。

丝绸等物质文化也
体现了中国为世界文明
体系作出的贡献。中国
通向世界的海陆两条丝
绸之路的命名都源于西
方人。陆上丝绸之路的
命名来自德国地理学家
李希霍芬，海上丝绸之
路的命名来自法国汉学
家沙畹。他们以丝绸命
名这两条道路，足可认
定西方人对于中国从蚕
的饲养到丝的制作等丝
绸生产技艺进入世界的
认同。

公元4世纪左右，日
耳曼人、匈奴人等“蛮
族”的入侵加剧了古罗
马帝国的灭亡。最终，
西罗马帝国于476年被日
耳曼人所灭。读这段历
史时我有一个疑问，当
地中海文明已经发展到
昌盛时期，为什么阿尔
卑斯山以北的德国人即
日耳曼人，还被称为野
蛮落后的“蛮族”？

地理学家将目光投
向四大文明古国。

竺可桢曾说，世界

最古老的文明基本都起
源于干旱的大河流域，
包括古巴比伦的底格里
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埃
及的尼罗河、中国的黄
河 ， 乃 至 于 印 度 的 恒
河。

为什么干旱的大河
流域能够孕育文明？农
业未出现之前，人类以
渔猎采集为主。随着人
口增加，干旱等地理环
境制约着本地生产的动
物、植物数量，满足不
了人口增长的需求。

也 许 就 在 这 样 的
背景之下，人类无意之
中开始关注种子和所捕
获猎物的成长。于是，
农业开始在干旱的大河
流域出现。伴随着工具
的制造、水利的兴修，
文明之光得以点燃。这
种外部压力与文明孕育
有直接关系，干旱的大
河流域因而成为文明的
摇篮。至于中国的长江
流域何以变成了稻作文
化的中心，也与环境有
关，那是另一种环境压
力。今天考古学界呈现
的稻作遗址几乎都在靠
山、靠丘陵的地方，当
年的水乡泽国有大量的
湖泊、河流、沼泽，真
正的水边对那时的古人
类而言，也许生存都是
很困难的。

至于我们更熟悉的
陶瓷。习近平主席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
中，提到的“黑石号”
沉船，其沉没地点距今
天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并
不远。沉船主人是阿拉
伯人，但出水船货绝大
多数都是地道的中国制
造。

中 国 四 大 发 明 在
世界文明进程之中具有
何种价值？可以说，它
们将中国带入到世界文
化发展的系统之中。罗
盘、指南针等技术，是
关键性的航海硬件。15
世纪晚期，地理大发现
引导全世界进入大航海
时代。离开了中国的发
明，所有船只不可能走
向远洋。同时，中国印
刷术也是在全世界范围
内传播精神文明的重要
途径。因此，在世界文
明进程中，尽管中国人
不是地理发现者，但与
中国有关的文明要素，
却率先在地理大发现之
前加入到世界大航海时
代。

在多元多彩的世界
之中，作为四大文明古
国之一的中国，有着独
特的文明和历史，又在
漫长历史中将自己的发
明和贡献融入世界、影
响世界，为人类世界作
出巨大贡献。农业则是
根本中的根本，是中国
为世界作出的最杰出的
贡献，是中国给世界最
大的礼物。

东西方交流：在宏
观也在细节

在国外任何一家博
物馆，找到与中国有关
的藏品并不稀罕。与中
国有关的一切没有仅仅
停留在中国，而会以各
种渠道走向世界。

有一年，我在南美
洲最南端，阿根廷火地

岛乌斯怀亚的一个小餐
厅看到了稻米。当时心
里一动。这个稻米有可
能来自亚洲别的国家，
但一万多年前它驯化的
初始地就在中国。我相
信，如今走到世界上任
何一个地方，只要端起
一碗米饭，其初始驯化
地 都 在 中 国 。 还 有 一
次，我到俄罗斯布里亚
特共和国的首府乌兰乌
德参观博物馆，有一些
文物与内蒙古中部桃红
巴拉遗址发现的一批草
原青铜器非常相似。这
批草原青铜器是由中国
传入乌兰乌德，还是由
乌兰乌德传入中国的？
我也曾在奥斯曼土耳其
帝国时期皇家用品中看
到中国瓷器；俄罗斯下
诺夫哥罗德高尔基故居
里，展示了一件清朝女
士 上 衣 。 这 些 足 以 说
明，有关文物交流的细
节，很多地方可见。

东 西 方 之 间 的 世
界存在着不了解。如何
让中国的文化走出去，
把域外的文化请进来，
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博物
馆，无疑是东西文化交
流很重要的命题。

在文化走出去的过
程中，怎样包装，怎样
选择？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
女神像上，巨大的眼球

颇引人注目，想必是眼
睛上方的泥土和雕塑物
脱落所致，而非原貌本
来如此。类似于这样的
文物展示、文化传播，
至少需要避免国外民众
产生误读。

我 在 希 腊 参 观 时
买过当地的文物画册，
这些画册在制作的过程
中，会如实呈现古建筑
的断壁残垣，并根据文
物修复和考古复原，添
加数层塑料薄膜，一层
一层告诉观众什么时代
它的原貌如何。最后覆
盖的这一层，便是这些
石质建筑神庙当初的全
貌。

媒体是传播文化的
工具。应以何种形式、
何种态度将我们的文化
介绍给国外，使其理解
并 认 同 ？ 通 过 何 种 手
段，能让我们中国的年
轻人、我们的孩子乃至
于所有中国人，都以中
国文化而骄傲？这些值
得我们思考。

东西之间的文化交
流和传播，技术手段和
构思十分重要。正如奥
斯卡金像获奖影片会用
很温馨的语调和情怀，
去讲一个寻常的故事。
在对外传播中国历史文
化时，选择文物、包装
文物、讲述中国故事也
应有技巧。(完)

农业为何是
中国给世界最大的礼物？（下）

四川南充的蚕农管护即将采收的蚕茧。邱海鹰 
摄

参观者观赏“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展品。周
东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