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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
形成与中日交往的时效

李书琴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社会广泛形成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与中日交往密切相关。这种文化认同的

内涵在于佛教文化以及日本文化的中国溯源，其形成机制则是以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前提，以

日本现代化发展成熟时期的文化消费方式的革新和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为条件，通过电视、电影这类新媒

体传播途径，以中国佛教传入、融入日本并成为日本固有文化传统的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为基础，以对传统

和文化记忆的重新阐释为方式等不同机制的相互作用而促成的文化现象。从中日交往的时效来看，彼时的

中日外交关系产生了即时性的效果，为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打开了局面，而中日古代文化交往的结果却早

已历时性地为此做好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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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起

关于敦 煌 和 丝 绸 之 路，日 本 前 首 相 竹 下 登 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访华时曾说过的一句话至今流传甚

广，即 “我们日本人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

这些词就激动不已”。井上靖曾称，日本历史上出

现过三次丝绸之路热潮，即中国盛唐时期、日本明

治维新时代、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丝绸之路》纪录片

播出时期［１］６６。还有学者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出

现过四次丝绸之路热潮［２］，分别包括１９３０年 前 后

日本大量翻 译 的 中 亚 细 亚 旅 行 记；１９５５年 前 后 日

本学者前往阿富汗、伊朗进行丝绸之路学术考察；

１９６０年前后日 本 文 艺 界 出 版 大 量 丝 绸 之 路 相 关 的

文艺作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丝绸之路》纪录片及

其各类艺术展。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亚洲、欧洲

及至非洲国 家 进 行 对 外 贸 易 和 文 化 交 往 的 重 要 通

道，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

路”的名称虽然出现较晚①，但是它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西汉时期，迄今为止已经两千余年。日本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掀起的丝绸之路热潮表明，中国丝绸

之路所影响的国家不仅向东延伸至日本，而且至今

依然能引起日本人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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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目前尚缺少关于日本历次丝绸之路热潮的

系统性整理，但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的丝

绸之路热潮存在共同之处，即现代日本社会对于丝

绸之路的理解主要来源于文学艺术。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前后，日本社会对丝绸之路的理解主要通过文学

和绘画作品，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井上靖和

平山郁夫。井上靖创作的以 《敦煌》为代表的系列

西域小说畅销日本，平山郁夫创作的 《佛教传来》

等系列绘画艺术作品也同时在日本美术院展出。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前后，日本社会对丝绸之路的理解主

要通过电视纪录片、电影等影像艺术。日本广播协

会播出的系列纪录片 《丝绸之路》更是将这股热潮

推向了顶点。《丝绸之路》纪录片创造了日本广播

协会ＮＨＫ电视台当时的收视奇迹，通常该电视台

的节目收视率为５％左右，而 《丝绸之路》系列纪

录片从第一集 开 始 收 视 率 就 超 过 了１０％并 持 续 高

涨，甚 至 一 度 达 到２１％以 上［３］，并 且 获 得 重 播。

平山郁夫和井上靖的作品继续发挥影响力，并以新

的传播形式助推热潮。平山郁夫出版了 《前往敦煌

之路》等 《丝绸之路素描集》 （１９８０年），井 上 靖

的小说 《敦煌》被改编为电影。电影 《敦煌》不仅

成为当年 观 影 人 数 最 多 和 最 卖 座 电 影①［４－６］，斩 获

了当年日本电影界各种重要奖项②，而且在当时日

本电影消费 下 降 趋 势 中 发 挥 了 扭 转 颓 势 的 重 要 作

用［６］。尽管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的丝绸之路

热潮均深化了日本社会对于丝绸之路的理解，但是

８０年代的丝绸之路热潮已经将日本社会对于丝绸

之路的理解推向了丝绸之路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至今缺少可以获得一致认可的概念，

学界始终对此众说纷纭。由此可见，对于 “文化认

同”的概念界定存在较大的困难。有学者在分析文

化认同概 念 所 存 在 的 各 种 分 歧 时，将 其 归 结 为 对

“认同”存在不同理解［７］。实际上，这并不是文 化

认同概念产生分歧的根本。对于认同概念，其基本

内涵就是指 “身份”“同一性”。这一概念诞生于心

理学，后来还发展成为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概念，这

决定了人类社会是 “身份”和 “同一性”获得的根

本条件。如此来看，所谓的认同其实就是指人或者

事物的内在一致性获得外在认可。就 “文化认同”

概念而言，“文化”和 “认同”实际上属于不同的

变量， “认 同”是 因 变 量，而 “文 化”是 自 变 量。

作为自变量的 “文化”才是导致对文化认同概念产

生分歧的根本所在，而这一点在既有的研究中并未

受到关注和系统性的整理。费孝通认为，文化不仅

具有社会性，还具有历史性。他指出，“文化是流

动和扩大的，有变化也有创新……文化如果不为社

会所接受就很难保留下来。”［８］从文化归根结底属于

一种人类活动而言，文化的社会性在于其可以为人

们所共有，而不是被占有；文化的历史性则在于人

类活动的相对稳定和缓慢变化，而不是转瞬即逝和

永恒不变。共有意味着人类活动及其意义能够被习

得和流通，相对稳定则意味着人类活动形成习惯和

记忆。因此，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文化指的是某个

地域范围内 的 群 体 在 一 定 时 期 的 活 动 习 惯 及 其 结

果，并且对活动习惯及其结果的解释能够在社会群

体中形成流通。如此一来，文化认同就可以理解为

某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的活动习惯及其结果被人

们赋予内在一致性，并且这种一致性在一定时期内

能够在人们之间形成流通。

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 和８０年 代 的 丝 绸 之 路 热 潮 在

主题、表现形 式 和 受 众 方 面 有 所 区 别。在 主 题 方

面，６０年 代 的 丝 绸 之 路 热 潮 缘 起 于 小 说 和 绘 画，

集中在楼 兰、敦 煌 等 部 分 西 域 城 市 的 故 事；８０年

代的丝绸之路热潮却缘起于纪录片，集中在丝绸之

路河西走廊的沿线城市的历史和人文风情。在表现

形式方面，前者以文字和静态图像为主，后者以动

态真实画面为主。在受众方面，前者面向的是小说

爱好者和绘画艺术爱好者，而后者已经面向了整个

日本社会的普通大众，将主要依靠文字的想象转变

为配合话语和画面的人们真实生活样态的观赏。６０
年代，日本的丝绸之路热潮使日本文艺爱好者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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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８８年６月２５日，电影 《敦煌》在日本上映。发行两个月以后，观影人数达到５００万人以上，作为制作方之一的东宝株式会社预估最

终观影人数可能为６００万人，而实际的观影人数达到８００万人以上。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７日，日本 《朝日新闻》早刊发表了题为 《观影人数

依然低迷 ８８年度的电影统计发表》的文章。文中披露了日本电影制作者联盟于２６日发布的１９８８年电影统计结果，其 中 《敦 煌》的

总票房居全年日本电影票房榜榜首，达到４５亿日元，比总票房第二名的电影 《骏马》（１８亿日元）高出１．５倍。

包括第１２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日本文化厅优秀电影、日本优秀电影鉴赏会十佳电影 （首位）、日本电影国际文艺家协会奖、日 刊 体 育

电影大奖、最佳票房奖等。



的是以西域部分城市为背景的虚构故事，对于丝绸

之路的想 象 多 于 印 象。８０年 代 的 《丝 绸 之 路》纪

录片不仅将楼兰、敦煌等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真实

风貌及其历史以图像可视化的确切方式呈现出来，

使６０年代部分日本人对于楼兰、敦煌等部分丝绸

之路沿线城市的分散化的想象开始具像化，使这些

分散化的想象转变为系统性的印象，并且以共同的

符号，即 “丝绸之路”来对这种系统性的印象进行

标识，被赋予了内在一致性。“丝绸之路”在日本

社会群体中实现了最大化的流通，被日本社会大众

普遍认知和接受，形成了８０年代日本社会的丝绸

之路文化认同。

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与中日交往的历史都接近两

千年的背景下，为什么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会在日本社

会广泛地形成丝绸之路文化认同？这一现象出现于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这容易使人将原因仅仅归结

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日外交的结果。这一现象还涉

及中日古代文化交往的历史，这也容易使人将根本

原因归结 为 文 化 同 源 乃 至 文 化 崇 拜。可 以 肯 定 的

是，中日交往确实是这一现象形成过程中不可回避

的因素。同时，这一因素还分别属于跨越千年的两

个不同时代。分属不同时代的中日交往同时出现在

这一现象中时产生了时效性的问题，即为什么不同

时效的中日交往会同时影响日本社会的丝绸之路文

化认同？如何以文化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双重视

角，来理解这一文化现象及其与中日交往的时效的

关联，是目前学界既有研究中所缺少的。对此，解

读日本社会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内涵，并解释这一

文化现象形成的具体机制都显得尤为必要。

二、日本社会丝绸之路

文化认同的内涵

　　日本社会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内涵是什么？

在回答这一问题前，需要先了解日本社会的丝绸之

路文化认同形成的主要途径包括哪些。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日本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以纪录片 《丝绸之

路》、电影 《敦煌》等现代 视 听 传 媒 为 载 体 的 传 播

为主要途径。但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主要以西域为

背景的日本相关文学作品和绘画艺术展览也构成日

本社会丝 绸 之 路 文 化 认 同 形 成 的 重 要 途 径。一 方

面，６０年代关 于 丝 绸 之 路 的 相 关 传 播 包 括 了 文 学

书籍、绘画艺术等纸质传媒这些重要形式，它们的

基本功能是保存并延续了关于丝绸之路的记忆。另

一方面，正是有了６０年代纸质传媒对丝绸之路的

文化记忆 的 保 存，８０年 代 的 电 影 《敦 煌》和 纪 录

片 《丝绸之路》的顺利拍摄和播出才有了重要的文

化记忆基础，并且反过来又促进了６０年代以纸质

传媒为载体 的 丝 绸 之 路 文 化 记 忆 的 进 一 步 传 播①。

因此，应该明 确 的 是，８０年 代 日 本 社 会 的 丝 绸 之

路文化认同形成的重要途径，是在６０年代的文学

书籍和绘画艺术传播途径的延长线上。两者之间不

仅没有完全分离，相反，对于丝绸之路的文化记忆

其实是以 “滚雪球”的方式蔓延，不仅文化传播路

径越来越长，而且文化记忆的内容也越来越厚。如

此一来，要解读日本社会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内

涵，就需要同时结合相关的文艺作品、纪录片和电

影的内容来加以分析。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日本社会主要通过井上靖的历

史小说 《楼兰》（１９５８年）、《敦煌》② （１９５９年），

以及平 山 郁 夫 的 绘 画 成 名 作 《佛 教 传 来》 （１９５９
年）、《佛说长阿含经卷五》（１９６４年）来了解丝绸

之路文化。这一时期，日本涌现了一批关于丝绸之

路的文艺作品，但是井上靖和平山郁夫的影响力最

大。《楼兰》和 《敦煌》于１９６０年同时获得日本每

日艺术奖。平 山 郁 夫 通 过 《佛 教 传 来》入 选 第４４
届日本美术院展览，一举成名日本画坛，其 《佛说

长阿含经卷五》在第４９届日本美术院展览中更是

获得了日本 “文部大臣奖”。这些文艺作品奠定了

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

《楼兰》和 《敦煌》是 以 楼 兰 和 敦 煌 两 座 城 市

的真实历史为背景虚构的历史小说。《楼兰》讲述

的是在匈奴和汉朝争斗中西域楼兰如何求得民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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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井上靖最初发行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的小说 《敦煌》又一次进入了畅销书排行榜，电影 《敦煌》的热播所

起到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尽管这部小说最早发表于１９５９年，但是，小说从公布于众到获得一定的关注，需要一定的时间，该作品也确实 是 在１９６０年 获 得 日 本

重要文学奖项。此外，作为文字记忆保存手段的书籍的重要功能是流传于世，因而将其划归到６０年代合于常理。下文对平山郁夫的作

品的时代划分亦同理。



存的故事。《敦煌》虚构了宋朝书生赵行德错过科

举考试以后前往敦煌及其在敦煌经历的曲折人生体

验的故事。两部小说延续了井上靖作为日本著名历

史小说家在 历 史 题 材 类 文 学 作 品 创 作 上 的 匠 心 独

运，而且显示了他对丝绸之路的西域历史和故事的

特别关注与想象［９］。

西域故事是井上靖创作的丝绸之路相关历史小

说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时期的西域故事中，井上靖

重点表达的主题之一是对佛教文化的认同，这一点

突出体现 在 《敦 煌》这 部 作 品 当 中。在 小 说 《敦

煌》中，贯穿作品始末的重要线索之一是莫高窟的

藏经洞。小说对主人公赵行德的心理活动和语言行

为的描写，集中于他如何在敦煌阅读、翻译、抄写

并守护佛 教 重 要 典 籍 《般 若 心 经》展 开。在 小 说

中，主人公的存在是为了守护和传播佛教，而佛教

的存在则是教化包括主人公在内的众生。有学者指

出，《敦煌》所阐释的佛教观包括了信仰、因缘论、

功德等三个重要维度［１０］，主人公正是通过这样的佛

教观来为自己在世俗生活中所遇到的困扰寻求一种

可以自洽的解释。最后，井上靖在小说中表达了佛

教作为文化本身的基本意义，即它并不是某种为个

人所独享或者占有的物品，它只要存在就能够为人

们所共享，被共享就是它的基本价值。“财宝、生命

和权力，都是其持有者个人的东西。但是经典则不

同，它不属任何个人所有。只要不烧掉，保存在那

里就行了，谁也抢不走，也不会属于任何人。只要

不烧掉，放在那里就有价值。”［１１］

另一方面，平山郁夫的画作所表现的佛教主题

也同样明显。有所区别的是，《佛教传来》表达的是

平山郁夫个人对玄奘远赴天竺取经精神的崇拜。《佛
教传来》描绘的是骑着白马的僧人玄奘和骑着黑马

的玄奘的弟子在取经归途中欣赏绿洲风景的情景。

另一部重要作品 《佛说长阿含经卷五》更是直截了

当地表现佛教主题。这一时期的平山郁夫对玄奘远

赴印度求佛法的故事比对丝绸之路的兴趣更加浓厚。

虽然日本的佛教与唐代高僧鉴真东渡弘扬佛法密切

相关，但是在鉴真之前玄奘远赴天竺 求 取 的 佛 法，

却被平山郁夫视为日本佛教更为重要的源泉。因此，

玄奘取经的精神对于这一时期的平山郁夫而言是更

为重要的精神动力来源。１９７９年，平山郁夫踏上中

国的国土以后甚至开始效法玄奘取经［１２］，绘制了更

多关于丝绸之路的作品。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日本社会出现的发生于丝绸

之路上的文艺作品，主要描写和描绘的是个别或虚

拟或真实的人物故事，满足了部分日本文艺爱好者

对西域和中国佛教的好奇和想象。这一时期并未在

日本社会形成丝绸之路文化认同，人们对丝绸之路

还并未形成真实印象，碎片化的西域故事和佛教故

事并未构成人们对丝绸之路文化的系统性认知。丝

绸之路文化 没 有 在 此 时 的 日 本 社 会 获 得 内 在 一 致

性，成为具有明显标识性的文化符号，在日本社会

广泛流通。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社会对丝绸之路认知的主

要途径是通过系列纪录片 《丝绸之路》和电影 《敦

煌》（１９８８年）①。《丝绸之路》系列纪录片包括三

部：《丝绸之路 （第１部）》② （１９８０年）、《丝绸之

路 （第２部）》③ （１９８３年）、 《海 上 丝 绸 之 路》④

（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年）。这三部纪录片的整体拍 摄 路

线是从中国长安出发，沿着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路

线，经过河西走廊、中亚、西亚、南亚、罗马，然

后从地中海沿岸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最终

又回到长 安。纪 录 片 摄 制 组 重 走 古 代 丝 绸 之 路 的

陆、海两条路线，讲述沿线各地与丝绸之路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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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尽管随着纪录片和电影的热播催生了 《丝绸之路》（六卷）专著的出版和小说 《敦煌》的再次热销，但是按照直接因果关系来看，分析

《丝绸之路》纪录片系列和 《敦煌》电影才是关键。

纪录片包括 《遥远的长安》《越过黄河———河西走廊１　０００公里》《敦煌》《梦幻的黑水城———哈拉浩特》《发掘楼兰 古 国》《流 砂 之 路

———西域南路２　０００公里》《沙漠之民———维吾尔的绿洲和田》 《炙热沙漠的绿洲———吐鲁番》 《贯 穿 天 山———南 疆 铁 路》 《天 山 南 路

———音乐之旅》《天马的故乡———天山北路》《民族的十字路口———从喀什到帕米尔》。

纪录片包括 《越过帕米尔》《霸王之路》《秘境拉达克》《玄奘的天竺之旅》《炎热：伊朗南路》《沙漠与可兰经》《去巴格达彼方》《沉底

之路———潜入梦幻的伊塞克湖》《穿越大草原》《遥远的大宛———寻访天马》《消失的商队民———寻找粟特商人》《草原帝都———撒马尔

罕·布哈拉》《灼热·黑沙漠———寻访天边的佛祖》《丝绸 与 十 字 架———跨 过 高 加 索》《商 队 西 行———再 现 古 代 商 队 之 旅》《策 马 扬 鞭，

古道漫漫》《亚洲尽头·丝绸小城》《条条大路通罗马》。

纪录片包括 《从海底出发》《尼罗河·热沙海路》《快乐的阿拉伯半岛》《乘风破浪·辛巴达》《十字架冒险者》《印度胡椒海岸》《佛陀

和珠宝》《穿越黄金半岛》《海路王国》《中国之门》《中国帆船游海都》《回到长安———滚滚长江水》。



历史，介绍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遗迹以及沿线国家

和民族的宗教信仰，真实还原各地的地理风貌和人

文风情。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日本部分文艺爱好者

通过文字对西域的想象，已经通过此系列纪录片转

变为日本社会广泛大众对丝绸之路的确切和真实的

印象。电影 《敦煌》以及平山郁夫的 《丝绸之路素

描集》进一步美化了人们通过纪录片而形成的对丝

绸之路的印象。《丝绸之路》系列纪录片凭借其最

广泛的受众使 “丝绸之路”成为日本大众心中的具

有广泛认知的文化符号，以 “丝绸之路”为名的各

类文化活动在日本各界、各地广泛开展，丝绸之路

文化认同在日本社会广泛形成。

那么，这一时期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具体内

涵又是什么呢？最为明显的是，无论是在系列纪录

片 《丝绸之路》中，还是在电影 《敦煌》中，佛教

成为了二者共通的主题。系列纪录片 《丝绸之路》

在介绍中国境内的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城市时，着重

强调的是各 地 佛 教 遗 迹 和 佛 教 信 仰，其 中 的 《敦

煌》一集更是浓墨重彩地介绍敦煌莫高窟的佛教遗

迹与佛教文化。纪录片中介绍中亚和南亚路线时，

重点突出的也是当地佛教遗迹以及佛教对外传播的

路径。例如，《越过帕米尔》中拍摄组涉险拍摄罕

萨河沿岸悬崖峭壁上５米高的巨型佛像；《霸王之

路》中详细讲述佛教在南亚的起源和传播的历史，

并介绍了齐拉斯镇的诸多佛像雕刻；《秘境拉达克》

中重点介绍了梦幻的佛教王国拉达克的藏传佛教文

化及其风俗；《玄奘的天竺之旅》用了一集还原玄

奘不畏艰险，远赴天竺求取佛法遗留的历史痕迹；
《遥远的大宛———寻访天 马》中 特 别 介 绍 库 瓦 佛 教

寺院遗迹 和 佛 教 经 过 中 亚 传 入 中 国 的 历 史； 《灼

热·黑沙漠———寻 访 天 边 的 佛 祖》与 《佛 陀 和 珠

宝》更是直奔佛教主题，分别寻访佛教在卡拉库姆

沙漠的历史痕迹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历史遗迹。《丝

绸之路》系列纪录片在日本引发了收看热潮，其中

第１部所引起的关注度和好评度最高，而第１部中

《敦煌》一集 更 是 达 到 了２１％的 纪 录 片 收 视 顶 点。

这个现象与电影 《敦煌》在日本掀起的前所未有的

观影热潮现象相吻合。

除了佛教文化这一最为突出的主题以外，对于

日本文化的溯源，尤其是溯源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

之间的渊源也是二者的中心思想。电影 《敦煌》讲

述的依然是敦煌莫高窟佛经的故事，同时还延续了

小说 《敦煌》对于中国佛教文化具有为人类所共享

的基本价值的态度。纪 录 片 在 《炎 热：伊 朗 南 路》

中特别介绍了石榴源于波斯，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

国，继而传入日本的历史。三部鸿篇巨制的 《丝绸

之路》纪录片总共４２集，其中关于中国境内的古

代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历史和人文风情的介绍总共

２２集，占据纪 录 片 一 半 以 上 的 篇 幅。中 国 文 化 是

系列丝绸之路纪录片的重要内容。不仅如此，纪录

片的拍摄并没有分别按照中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

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将起点和终点分开，而是最终将

系列纪录片 《丝绸之路》拍摄的起点和终点合二为

一，始于 “长安”，终于 “长安”。这样的拍摄手法

象征意义明显。在纪录片中以 “长安”称现在的西

安，保留的是对这座城市整体的历史记忆。长安这

座历史名城不仅于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

于日本文化的形成更是举足轻重。在历史上，这座

唐朝都城因遣唐使、鉴真、佛教乃至城市建设格局

等而深刻影响了日本文化的根基。因此，日本社会

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是以佛教文化和日本文化的

中国溯源为基本内涵的。

三、日本社会丝绸之路文化

认同的形成机制

　　丝绸之路连接了亚欧大陆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和

民族，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人文风情的多

样性构成了丝绸之路沿线文化的多元性。景教、摩

尼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多种宗教信仰同

时存在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民族当中，汉族、回

族、维吾 尔 族、粟 特 族、波 斯、土 库 曼、吉 尔 吉

斯、僧伽罗族等多民族也是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的

重要民族。此外，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古代对外贸

易的重要通道，也是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重要渠道。
“丝绸之路对于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是沟通了不

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也促进了东西方双

向的文化交 流。”［１３］那 么，日 本 社 会 的 丝 绸 之 路 文

化认同何以只是以佛教文化和日本文化的中国溯源

为基本内涵，而排除了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日本与

其他国家的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的认同？对这一问

题的回答 与 对 前 文 所 提 及 的，为 什 么 日 本 社 会 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突然形成广泛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

这一问题的回答，其实共同构成了日本社会的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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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文化认同形成原因的两个重要方面。“日本社

会的丝绸 之 路 文 化 认 同”包 含 了 社 会 这 一 内 在 因

素，以及丝绸之路这一外在因素。这也就意味着解

释日本社会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形成原因并不能

通过某种单一的机制同时对这两个问题做出圆满的

解释，而只能从日本社会的变化和中日两国间的交

往所产生的 多 种 复 杂 机 制 来 对 此 做 出 较 为 合 理 的

说明。

首先，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切实践

行于１９７８年签署的重要文件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的基本内容，是促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社会丝绸

之路文化认同的重要前提。 《中日 和 平 友 好 条 约》

在 《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增加了重要内容，其

中第三条约定：“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

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

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

的往来而努 力。”［１４］在 当 时 中 日 关 系 发 展 的 新 态 势

下，文化交流成为中日和平友好交往的重点领域之

一。纪录片 《丝绸之路 （第１部）》正是在此基础

上，由中方的中央电视台和日方的日本广播协会两

大国家级媒体联合拍摄的。据当时中方制片团团长

裴 玉 章 介 绍，该 纪 录 片 从１９７９年８月 开 拍，到

１９８１年５月 结 束，不 仅 耗 时 长，而 且 也 是 中 国 电

视史 上 首 次 与 外 国 电 视 机 构 合 拍 大 型 连 载 纪 录

片［１］６６－６７。日方摄制组正是在中方摄制组的带领下，

进入古代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一带，与中方合作完

成纪录片的拍摄。这也是日本电视史上首次有大规

模的摄制组 进 入 中 国，并 拍 摄 中 国 的 纪 录 片。显

然，如果当时没有中日外交新局面的出现，以及国

家致力于推动两国文化关系发展这一重要前提，日

本人便难有机会将对丝绸之路的碎片化想象转化为

对丝绸之路文化的整体印象和对真实中国的了解。

其次，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日 本 传 媒 技 术 的 发 展，

国民文化消费方式的革新和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是

日本社会广泛形成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重要条件。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日本大众获得的关于丝绸之路文

化的重要渠道依然是传统的纸质传媒，小说书籍、

绘画文艺作品等并没有获得日本社会大众的广泛关

注。到了８０年代，日本的电视传媒技术发展已经

成熟，电视机已经在日本绝大多数家庭中普及，日

本人已经普遍能够通过较低成本便能轻易通过电视

机满足文 化 消 费 需 求。日 本 最 早 的 影 音 传 媒 始 于

１９２５年 东 京 广 播 局 的 电 台 广 播，但 是 到１９３２年，

它的 听 众 也 只 有１００万 户；１９５３年，东 京 电 视 局

开始了电视播放，直到１９５８年，它的受众也 只 有

１００万户；１９６２年，在经济增长和东京奥运会的契

机下，日本广播协会的电视受众达到了１　０００万户

以 上；１９７１年，日 本 综 合 电 视 台 全 面 彩 色 化；

１９８２年，日 本 广 播 协 会 的 电 视 受 众 已 经 超 过 了

３　０００万户［１５］。这 也 就 意 味 着，到８０年 代 初，电

视机基本上已经覆盖到整个日本社会。电视传媒技

术的发展和电视机在日本绝大多数家庭中的普及，

对日本其他文化消费方式影响明显，比如电影消费

开始呈现一定程度的衰落倾向①［１６－１９］，但却为 《丝

绸之路》纪录片在日本引起足够多的关注创造了重

要客观条件。日本大众满足文化消费需求的方式几

乎不可逆转地转移到了电视媒体这一重要途径上，

正是在这一文化消费方式的变革下，日本广播协会

才利用 《丝绸之路 （第１部）》在日本创下了收视

记录的契机，接 连 独 立 拍 摄 并 播 出 了 《丝 绸 之 路

（第２部）》和 《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 （第

１部）》完全 是 在 中 日 两 国 政 府 的 推 动 下 完 成 的，

但是 《丝绸之路 （第２部）》和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已经成为了日本民间资本的行动，这一行动的直接

动力来源是日本的消费市场，而不再是中日两国政

府间的外交。

再次，中国传来的佛教融入日本以后成为日本

的本土文化传统，是２０年纪８０年代日本社会广泛

形成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根源。尽管上述两个重要

因素为８０年代日本社会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广泛

形成创造了重要客观条件，但是仅凭这两个客观条

件还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在日本的电影消费日渐衰

微的市场条件下，日本观看电影 《敦煌》的人数却

史无前例地突破了８００万人。此外，在丝绸之路的

历史上，亚欧大陆诸国家和民族的宗教与文化交流

形式和结果丰富多样，为什么是佛教文化会成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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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随着电视机在日本的普及，电影这种影像文化消费方式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日本受到了严重冲击，呈现衰落趋势。日本媒 体 不 断 出 现

关于全国各地电影院倒闭的消息。例如，１９８７年，仅仅一年的时间内，日本全国关闭的电影院就达到了５６家。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东京新

宿一家拥有６０多年历史的电影院关闭。１９８９年１月，水户市关闭了３家电影院。１９８９年１月和２月，大阪府内关闭了４家电影院。



一时期丝绸之路文化在日本传播的最重要内容，并

成为日本社会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重要内涵。也许

日本社会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内涵中的文化溯源容

易被解读为 “日本普遍的中国文化崇拜心理”，但

是这种解读缺少理论依据，更忽视了日本本土文化

传统的基础作用。

如前所述，文化认同是某地域范围内社会群体

的活动习惯及其结果被赋予内在一致性，并且这种

内在一致性 在 一 定 时 期 内 能 够 在 人 们 中 间 形 成 流

通。尽管我们尚不清楚文化认同的实现是否存在一

种理论模型，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

交流中，文化认同在时间上需要一个可长可短的过

程。日本社会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能够在较短的时

间内形成，其根源在于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所

形成的具有日本本土传统的日本佛教尽管与中国佛

教存在差异，但是中日佛教的诸多文化符号却是共

通的，这决定了人们不仅能够很快识别和接受纪录

片和电影中的佛教文化信息，而且能够据此赋予其

中呈现的佛教一种文化身份 （即作为一种文化本身

的内在一致性），进而能够轻易地在日本大众之间

形成流通。早在鉴真 （７５３年）踏上日本国土弘扬

佛法之前，中 国 佛 教 就 已 经 通 过 各 种 途 径 传 入 日

本，从统治阶级向被统治阶级渗透，最终形成了日

本的传 统 文 化①［２０］６６，［２１］，持 续 地 承 担 着 “主 持 葬

礼，祈求冥 福 的 佛 事”［２０］６７的 社 会 性 功 能。无 论 是

至今随处可见的佛教寺院，还是日本人家庭中普遍

供奉的佛龛，都是日本社会对佛教文化信仰最好的

证明。可以认为，日本社会这一渗透到人们生活方

方面面的文化传统的长期存在，早已为这一时期的

丝绸之路 文 化 认 同 的 形 成 准 备 好 了 通 道。如 此 一

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社会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

的快速形成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正如竹下登所说

的那样，“我们日本人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

安这些就词激动不已”，“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强

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最后，对传统和文化记忆的重新阐释是日本社

会广泛形成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丝绸之

路的历史在世界历史中并非新知识，佛教文化和中

国佛教的 日 本 传 播 对 于 日 本 人 而 言 更 不 陌 生。那

么，为什么这些已经沉淀的文化记忆能够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形成一种文化热潮？概括而言，关键在

于对传统和文化记忆的重新阐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日本人的丝绸之路文化认知的直接来源是 《敦煌》

和 《佛教传来》。《敦煌》以历史小说的故事叙事方

式丰富了日本人对丝绸之路历史知识之外的西域想

象；《佛教传来》则是通过现代日本画的绘画技巧

对佛教题材的绘画艺术进行了重大创新。《佛教传

来》首次展出 是 通 过 日 本 美 术 院 的 院 展。成 立 于

１８９８年的日本 美 术 院 的 创 办 目 的 就 是 为 了 实 现 日

本绘画传统的技术现代化，创立现代日本画，而院

展正是实现 这 一 目 标 的 基 地［２２］。日 本 画 用 矿 石 磨

成细粉之后用胶调配做成颜料，然后在绢或者纸上

绘画，平山郁夫的绘画特色之一是通过岩石磨成的

颜料反复涂 画 而 产 生 了 浓 厚 的 色 彩［１２］。日 本 著 名

美术评 论 家 河 北 伦 明 在 《佛 教 传 来》入 选 院 展 以

后，在 《朝日新闻》上发表评论称，平山郁夫的画

在独特的群青主色中，浸润着朱、金、白主色的光

泽，清逸而祥和，明朗而激情，老成中更见 鲜 活，

令人印象深 刻［２３］。在 日 本 美 术 院 院 展 这 个 主 推 日

本画的平台上，河北伦明认为，“平山的出现，使

院展艺术的座标为之一新”［２４］。玄奘远赴天竺求取

佛法的故事对于日本人而言并不陌生，但是通过平

山郁夫独特的现代日本画的艺术手法重新阐释这个

故事并重新表现佛教艺术，在日本绘画历史和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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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书纪》记载，公元６世纪，五经博士不仅给日本带去了中国典籍，还献上了 “一尊金和铜的释伽佛塑像”“还有几卷佛经”。公元

６世纪末，作为统治阶级代表的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不仅笃信佛教，而且开始将其作为镇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到了公元７世纪，中国唐

朝的 《大藏经》几乎全部运至日本，并且在７世纪４０年代 “超越了各个派系的界线在社会上层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即便是苏 我 氏 政

权被推翻，而作为镇护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佛教并没有随之被摧毁，反而其合法性得到了强化。公元８世纪，圣武天皇不仅进 一 步 强 化

了佛教镇护国家的意识形态，下令在全国各地建造更多的寺庙和佛像，使佛教教义走近各地民众当中，而且通过建造东大寺这一 培 养

和批准各地僧侣的国家寺院，使佛教成为国家宗教。到了８世纪后期至１６世纪，自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已经形成了 天 台 宗、真 言 宗、

临济宗、法华宗、净土宗、日莲宗等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民百姓的各种佛教宗派。佛教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并驾齐驱 中 覆 盖 并

渗透到日本各个阶层当中，不仅发展出茶道这类融合了佛教和生活的民族文化，而且已经彻底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传统文化。即便 是 到

了１７世纪以后，作为统治阶级的德川幕府将朱子学作为意识形态，佛教依然在日本社会保持着其强有力的宗教信仰性质，这与明治维

新以后的日本佛教大体的存在状态一样。



艺术上都是重要的革新，对传统进行了重新阐释。

另一方面，文化记忆在２０世纪的影像技术发展以

前主要是通过记录文字的纸质媒体或者口头代代相

传这样的传统方式。在这一技术背景下，小说 《敦
煌》虽然重新阐释了日本人对丝绸之路的记忆，但

是它并没有脱离纸质媒体这一传统传媒。电影 《敦
煌》通过影像、声音等多维立体的新技术讲述故事

的方式颠覆了纸质传媒以文字讲述故事的方式，重

新阐释了敦煌的故事。系列纪录片 《丝绸之路》的

表达方式与此相似，两者都是通过新传媒技术对日

本关于丝绸之路的文化记忆的重新阐释。

概而论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社会的丝绸之

路文化认同 的 广 泛 形 成，是 以 《中 日 和 平 友 好 条

约》的签订为基本前提，以日本的现代化发展成熟

时期的文化消费方式的革新和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

为条件，以中国佛教融入日本并发展为日本本土文

化传统为根源，通过电视、电影等新媒体的传播途

径，以对传统和文化记忆的重新阐释为重要方式等

复杂机制的相互作用而促成的文化现象，既不是源

于 “日本对中国文化崇拜心理”，也不仅仅是中日

关系的良好发展或者其他某种单一机制促成的。

四、日本社会丝绸之路文化

认同与中日交往的时效

　　通过对日本社会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内涵及

其形成机制的分析可以发现，中日交往和日本社会

的变化是贯 穿 其 中 的 重 要 宏 观 机 制。一 方 面，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的中日外交关系为日本社会的丝绸之

路文化认同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开局。然而，这一

条件并非是决定日本社会丝绸之路文化认同形成的

唯一因素。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中日外交关系状态

之外，中日古代的文化交往所产生的结果持续性地

影响着日本 人，它 影 响 的 不 仅 是 井 上 靖、平 山 郁

夫、竹下登等个体，更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日

本人，因为这种文化交往的结果不仅使日本社会形

成了本土佛教的文化传统，并且使日本文化从此与

中国文化的联系再也无法切断。中日交往这一宏观

机制是理解这一文化现象形成的关键之一。另一方

面，在日本社会丝绸之路文化认同形成的具体机制

中，除了中日交往以外，日本社会变化是影响日本

社会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和结果的重要变

量。无论是利用新技术对传统与文化记忆的重新阐

释，还是中日文化合作的开展，都是在这一时期日

本社会发生重要变化的过程中发生的。这深刻影响

了日本社会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形成。如此来看，

这一文化现象也可以理解为是在中日交往这一外因

和日本社会 变 化 这 一 内 因 的 相 互 作 用 下 共 同 促 成

的。与此同时，作为外因的中日交往在这一文化现

象中显现出时效性的问题。那么，如何理解日本社

会的 丝 绸 之 路 文 化 认 同 过 程 中 的 中 日 交 往 的 时

效呢？

首先，中日交 往 存 在 即 时 性 的 一 面。如 前 所

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双方签订 《中日和平友

好条 约》直 接 推 动 了 纪 录 片 《丝 绸 之 路 （第１
部）》和电影 《敦煌》的中日联合拍摄。这对于推

动日本社会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可谓功不可没。这

样的纪录片拍摄创造了日本当时电视纪录片拍摄规

模之最，也满足了日本人在文化消费方式革新以后

开始对文化消费内容多样化的需求。无论是日本后

续独立拍摄的丝绸之路纪录片，还是日本作者独立

完成的画展、摄影集、诗集等文艺作品，都不及当

时由中日双方联合拍摄的纪录片和电影所产生的效

应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践行无疑即

时性地为日本社会形成广泛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开

创了良好局面，这是中日交往即时性的一面。

其次，中日交往还存在历时性的一面。中日两

国的文化交往历史悠久，一千多年以前的佛教自中

国传入日本，一千多年以后，日本社会出现了文化

溯源现象。中日文化交往的人类文明结晶历时一千

多年依然熠熠生辉，文化传统通过新形式焕发出新

的活力。从佛教文化传入日本并为日本所接受和传

承这一方面来看，彼时的中日交往充分体现了 “功
在当下，利在千秋”的道理。这一文化层面的交往

途径比政 治 层 面 的 外 交 途 径 更 为 多 样，也 更 为 复

杂，所产生的结果也更加耐人寻味。井上靖在 《敦
煌》中写道，佛经 “只要不烧掉，放在那里就有价

值”。从中日古代文化交往对日本社会丝绸之路文

化认同的形成的作用来看，文化交往不仅可以使文

化 “放在那里就有价值”，而且文化可以在交往中

源源不断产生价值。

最后，社会变化始终是中日交往必须面对的重

要变量。无论是中日交往的即时性，还是中日交往

的历时性，在日本社会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形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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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始终存在日本社会变化这个重要变量。《丝绸

之路 （第１部）》纪录片拍摄和播出时期正是日本

文化消费增长明显和文化消费方式革新的时期，电

视机成为在日本社会最为普遍和最受青睐的文化消

费渠道。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的签订和践行不仅是即时的，也是及时的。佛教从

中国传入日本时之所以能够被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

接受并最终成为日本社会的文化传统，也与日本当

时所处的文字和信仰尚未在全国确立并统一的社会

背景密不可分。由于日本的社会变化这一重要变量

始终存在，中国佛教传入日本这一文化交往的结果

如何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沉淀为日本文化传统

就会面临考验。对于这样的考验，日本的经验就是

根据社会变化对中国传入的佛教进行重新诠释使之

本土化，不仅形成日本佛教，而且使佛教信仰大众

化。中国佛教传入当时的日本也是即时性的中日交

往，而日本统治阶级根据日本社会变化创造重要条

件，使这种即时性交往产生了历时性的效果，使佛

教成为一种日本传统。《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

订和践行为日本社会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形成所带

来的效应也是即时性的，这已经形成了中日两国的

文化记忆。未来能否在考虑社会变化这一变量的前

提下，将即时性转化为历时性，同样需要通过对文

化记忆的重新诠释这个重要方式。因此，如果因为

社会变化这一重要变量的存在就认为中日外交只能

产生即时效应，而中日文化交往就必然产生历时效

应其实并没有道理。因为社会变化虽然是中日交往

无法避免的变量，却也是能够将即时性转化为历时

性的契机。难题并不在于社会变化，而在于如何根

据社会变化对传统和文化记忆进行重新阐释。

结　论

通过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社会广泛形成的丝

绸之路文化认同的内涵及其形成机制的分析，可以

发现，佛教文化和日本文化的中国溯源是日本人关

心的主题，而中日交往和日本的社会变化则是这一

文化现象形成的重要宏观机制。具体而言，这种文

化现象是在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践行、

日本文化消费方式的革新和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

新传媒方式的发展、中国佛教融入日本并成为本土

文化传统的文化背景，以及对传统和文化记忆的重

新阐释等具体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促成的。本文不仅

提出了中日交往的时效性问题，而且提出社会变化

是影响这种时效性的重要变量。

文化认同既需要广泛的社会群体受众，又需要

在广泛的社 会 群 体 受 众 中 形 成 一 致 性 并 在 其 中 流

通，因此，文化 认 同 并 非 轻 易 就 能 实 现。２０世 纪

８０年代日本社会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之所以能够

在短时间内轻易实现，与日本社会变化和中日之间

的历史渊源存在密切关系，因而具有比较特殊的经

验意义。本文只是对中日间文化认同问题研究的一

个案例，对于文化认同理论建构存在怎样的意义这

一问题虽然并未解决，但是中日间文化认同所存在

的特殊性却是文化认同理论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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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敦煌』が凱旋ロードショー４月に再公開［Ｎ］．朝日新聞

（夕刊），１９８９－０３－２８．
［６］映画人口いぜん低迷８８年 度 の 映 画 統 計 発 表［Ｎ］．朝 日

新聞（夕刊），１９８９－０１－２７．
［７］蔡礼彬，李雯钰．节庆活动中参与者的文化认同建 构———

以青 岛 国 际 啤 酒 节 为 例［Ｊ］．山 东 社 会 科 学，２０２０（７）：

９４－１０１．
［８］费孝通．对文化 的 历 史 性 和 社 会 性 的 思 考［Ｊ］．思 想 战 线，

２００４（２）：１－６．
［９］井上靖．楼 兰［Ｍ］．赵 峻，译．北 京：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２０１３．
［１０］李玲．井上靖小说《敦煌》的 生 命 境 界 建 构［Ｊ］．福 建 师 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６）：３３－４０．
［１１］井上 靖．敦 煌［Ｍ］．董 学 昌，译．北 京：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２：１３１－１３２．
［１２］平山郁夫丝绸 之 路 美 术 馆．平 山 郁 夫 的 绘 画 作 品［ＥＢ／

ＯＬ］．［２０２１－０１－３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ｍｕｓｅｕｍ．

ｊｐ／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ｉｈｏｎｇａ．
［１３］荣新江．丝 绸 之 路 与 东 西 文 化 交 流［Ｊ］．文 史 知 识，２０１５

（８）：３－１１．
［１４］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 部．中 日 和 平 友 好 条 约［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０１－２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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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ｔｙｔｊ＿６７４９１１／ｔｙｆｇ＿６７４９１３／ｔ１５８０４６７．ｓｈｔｍｌ．
［１５］ＮＨＫの自主的『分割民営化』リポート放送［Ｎ］．朝日新

闻，１９８８－０６－２８．
［１６］家族映画館（今日の問題）［Ｎ］．朝日新聞（夕刊），１９８７－

１２－０１．
［１７］映画館興亡消えた老舗の京王、若者に人気のテアトル

水戸市［Ｎ］．朝日新聞（朝刊），１９８８－０８－１６．
［１８］６０余年の歴史に幕 東京新宿ロマン劇場、１月１６日 に

閉館［Ｎ］．朝日新聞（朝刊），１９８８－１２－１２．
［１９］映画館よさ ら ば·大 阪 で 次々廃 館 客 減 り 地 価 高 騰

［Ｎ］．朝日新聞（夕刊），１９８９－０３－２２．

［２０］家永三 郎．日 本 文 化 史［Ｍ］．赵 仲 明，译．南 京：译 林 出 版

社，２０１８．
［２１］康 拉 德·托 特 曼．日 本 史［Ｍ］．王 毅，译．上 海：上 海 人 民

出版社，２００８：５６－５８．
［２２］张朝晖．探寻佛性的现代灵光———平山郁夫的绘画 世 界

［Ｊ］．名作欣赏，１９９４（４）：１２５－１２６．
［２３］ずばぬ け た 土 牛 の『鳴 戸』戦 後 の 断 層 こ な れ か け る

［Ｎ］．朝日新聞，１９５９－０９－０８．
［２４］本刊记者．用 心 灵 扣 开 历 史 之 门———胡 伟 谈《平 山 郁 夫

与丝绸之路画展》［Ｊ］．美术，１９９２（１）：６１－６３．

［责任编辑　孙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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