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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

古人类学家根据考古化石资料
告诉我们，人类祖先来自非洲。他们
说，现代人类的先祖在能人和匠人
阶段，分别在 200 万~180 万年前、
84万~42万年前、8万~7万年前走出
非洲（考古纪年相差颇大），进入亚
欧陆地。中国古人类学者提出了“连
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学说，认为数十
万年前的北京人就是今日中国人的
直系祖先，这是主线；北京人后裔与
其他族群杂交，这是副线。可以说，
人类文明与进化，在摇篮时代就表
现为彼此之间既坚持自我又相互交
往的历史过程。

亚欧古老文明逐渐孕育成长

蒙昧时代（旧石器时代）茹毛饮
血，野蛮时代（新石器时代）各逞快
意，人类进入文明时代（铜石并用时
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之后，他们
的迁徙能力也得到很大提升。最典
型的就是印欧人（19 世纪文献一般
称之为雅利安人）在发明和熟练使
用“兵车”（驯服后的马拉的轮式车）
之后，从狩猎变为游牧，促成了他们
一千多年的大迁徙。这种迁徙浪潮
从印度河流域波及不列颠群岛，整
个欧亚大陆西部乃至地中海南岸的
北非都因而进入使用铜器和铁器的
文明时代。由此，塑造了吠陀文明、
波斯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古希腊
文明、古意大利文明、古日耳曼文
明、古凯尔特文明、斯拉夫文明。至
于欧亚大陆东部，商周时期在中国
西北游牧的斯基泰人、秦汉时期在
河西走廊栖息的大月氏人，也是由
印欧人组成的移民部落。

与此同时，古老的华夏文明也
按照自己的独特轨迹逐渐孕育成
长。可以说，欧洲文明从源头上讲是
迁徙移植的文明，中华文明是土著
的文明。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时期
的“中”，总体而言，是以中原地区政
权（包括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
朝代）的统治区域为主要范围。欧亚
大陆西部和北非，围绕着地中海（北
面是欧洲、南部是非洲、东部黎凡特
地区则是西部亚洲，由这里经过兴
都库什山无数宽敞的山口，通向印
度河上的南亚平原）构成了一个天
然的文明交流平台，它们从整体上
构成了对中国而言的西部世界。近
代以前规模最为宏大的全球化，其
载体正是中国与西部世界之间的陆
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古代中国与西部文明的交往，
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大体说来，张
骞之前为早期中西交往；张骞到郑
和主要为中国同中亚、南亚、西亚各
国的交往；明朝中后期到 18 世纪，
主要是中国与“泰西”即欧洲国家的
交往。

中古交往：汉唐之后

从张骞到郑和，从陆路到海洋，
是典型的官方开拓活动。这些官方
和民间的政治、外交、经贸往来，涉
及制度、文化、物质、精神等诸多层
面的交流与碰撞。往事数千年，横看
成岭侧成峰。我们从不同的视野出
发，会观察到不同的历史特点。

张骞通西域之后的汉唐中西关
系史，推动了中国与西域国家的人
员（使节和商人）往来、物产（动植物
品种）交流、思想传播。甘肃省敦煌
悬泉简里所见具有请柬性质的简中
有“小浮屠里”字样，年代在两汉之
际，透露并印证了佛教在两汉之际
入华的记载。但是，佛教和三夷教在
内地的广泛传播与接受，不仅因为
西域胡商、胡僧在东西方之间长袖
善舞，而且因为西域宗教文明找到
了汉唐间政治分裂的空隙。虞弘、史
君、安伽墓里的西域艺术与宗教元
素，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证据。

唐与西域方面的交流是对北朝
时期中西交流的进一步提升和扩展。
入华粟特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深入地
融入于华夏。8世纪末，唐朝派出官方
使节杨良瑶出使大食（阿拉伯国家），
填补了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官方
往来的一段空白。20世纪末，在印尼
海域发现了一艘唐朝时期的商船“黑
石号”，装载着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
货物，仅中国瓷器就达到 67000 多
件。出水的文物既包括内地各种瓷器

（包括 3 件完好无损的唐代青花瓷
盘），也包括金银器和铜镜。其中一件
长沙窑瓷碗上的铭文为唐代宝历二
年，透露了文物的年代。

汉唐间丝绸之路的交往，以丝绸
为主，以陆路为主；宋明间的丝路交
往以瓷器为主，以海路为主，此为大
要。但是，这一时期另有两个显著成
就：一是西辽在中亚地区立国，扩大
了中原文化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以致
Cathay（契丹）成为西方对于中国的
指称；二是陶瓷制造以及指南针、印
刷术、火药技术向西部世界传播，引
发了世界级别的革命。与同一时期欧

亚大陆西部的十字军东征相比，宋代
中原和沿海地区的犹太教、伊斯兰
教、基督教、佛教和其他宗教之间和
平共处，尤其彰显出了中华文化的包
容性。《马可·波罗游记》报告了东方
见闻，其记载成为激励哥伦布、达·伽
马大航海的动力之一。

近代早期：与泰西的交往

从万历到乾隆，即晚明至清前
期，相当于从 1500 年代至 1800 年
代，正是西方对外扩张的早期 300
年，被称为近代早期。就地区而言，这
个时期，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通往来
依然频繁，但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与
欧洲的交往。这一时期，中国在政治
关系上是主权独立的，与19世纪中
叶以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不同；在经济上，中西仍然进行大
体自愿的贸易往来。虽然当时中国在
经济和科学领域已经逐渐落伍，但西
方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化的西传仍
保持着大体互惠平等的格局。

16 世纪~18 世纪，承担中西文
化交流使命的主要是耶稣会士，他
们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基督教
的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人对
中国的看法。耶稣会士所塑造的整
体中国形象，成为这一时期欧洲人
认识中国的起点，是欧洲人勾画自
己心目中“中国”的基础。

率先入华传教的利玛窦，不仅传
播了西方知识，而且试图把《论语》等
中国经典介绍给欧洲。他与中国士大
夫广结善缘，与明朝科学家、政治家、
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天主教名保
禄）合作翻译欧洲数学名著《几何原
本》，这是西方科学名著首次被译为
中文。其后，徐光启与耶稣会士熊三
拔合作翻译了《泰西水法》等著作。徐
光启的农学名著《农政全书》传承了
中国古老农业科技知识的精华，也吸
收了一部分西洋科学知识。

在明朝钦天监任职的德国传教
士汤若望，将当年配合徐光启、李天
经编纂的《崇祯历书》献给入主北京
的清朝皇帝，受到重用。康熙时期，
西方传教士络绎入华，康熙甚至给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写信，希望能派
遣更多传教士来华，传播西学知识。
康熙更是身体力行，学习天文仪器
制作，学习对数函数、几何代数等知
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收藏了
一份康熙的学习草稿，装在标有“圣
祖算草”字样的封套内。他还成立了

“蒙养斋算学馆”，专门给皇家子弟
教授科学知识。遗憾的是，罗马教皇
派遣使节不断干涉中国信教者对自
身文化习惯的坚持，抛弃了利玛窦
当年的适应性政策，引起所谓“礼仪
之争”，从而葬送了中西交流的热络
局面。当然，也由于后来的清朝统治
者不能睁眼看世界工业革命的大变
局，从而失去了东西交往的宝贵机
遇。但是，总体而言，16 世纪~18 世
纪中叶，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西
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都形成了一个
空前的高潮。

如今，21 世纪已走过将近四分
之一，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强交流借鉴，求同存异，合作应对
错综复杂的挑战，尤其重要。在这
里，历史将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报》）

□朱百平

北京时间并不是北京（东经116.4°）的地方时
间，而是东经120°的地方时间。因为北京处于国际
时区划分中的东八区（东八区包括的范围，以东经
120°为中心线，东西各延伸 7.5°，总宽度为 15°
的区域），同格林尼治时间（世界时）整整相差 8 小
时，即北京时间等于世界时加8小时。

我国的标准时间虽然称之为北京时间，但北京
时间的生成和对外发布却并不在北京。而是在陕西
省。因为，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就在陕西省西安
市临潼区和渭南市蒲城县。

北京时间源自国家授时中心，是由 9 台铯原子
钟（铯钟）和2台氢原子钟组通过精密比对和计算实
现，并通过卫星与世界各国授时部门进行实时比对。
位于临潼区的国家授时中心和位于蒲城县的国家授
时中心（二部），在职能上有所分工，临潼方面主要负
责生成，蒲城方面主要负责对外发播。

国家授时中心为什么设在西安？中国科学院国
家授时中心的窦忠和刘永鑫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
授时工作被提上日程。当时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无线
电来传播时间信息，而无线电的特性就是从中心向
四周辐射，所以授时台应该选在国土的几何中心，便
于覆盖全国；其次，时间对于国家安全、民众生活都
有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独立研究的时
间。作为一项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它应该处于内陆
地区，而远离东南沿海。

基于以上考虑，20世纪60年代，国家决定在内
陆腹地从速建设一个专用授时台。中国科学院组织
上海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和北京天文台专家，多方
勘测，按照“靠山进洞”的战备要求，选定处于渭北高
原的渭南市蒲城县唐宪宗景陵附近的金帜山，建设
西北授时台。1966年开始建设，1970年基本建成并
定名为陕西天文台。2001年，陕西天文台更名为中
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 （《西安晚报》）

“北京时间”原来在“西安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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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煜

时下有一些当事人为了感谢律师敬业办案，常
有赠送锦旗与表扬信之举。而在民国时期，除有当事
人向律师赠送锦旗外，亦有向律师赠送银盾之例。此
外，遇到律师开业、事务所迁址等喜庆事宜，亦有亲
朋好友、社会名流赠送银盾习俗。

银盾是晚清民国时期民间流行的一种贺礼，大
约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从欧洲引进到中国，是一种
用途广泛、层次丰富的礼品，含有庄严、郑重、宝贵的
意味。银盾最初以白银制作为多，因价昂后多以铜胎
镀银充之。其价格大体按照银盾所用的材质、尺寸、
刻工以及所配底座的材质等而定，价格有一定的差
异。如《申报》1932年8月29日所登的上海三马路中
福昌礼品局广告，其出售的电刻银盾每座1元8角起
至24元。而当月7日上海上市的浦东新米价为每石
13元2角。如以24元计算，差不多可以买近2石浦东
新米，由此可见好的银盾价格的确也不怎么便宜。

银盾相对于锦旗与表扬信而言，因材质为银或
铜镀银，显得较为贵重，并且银盾款式多样易于保
存，因此无论是陈列在律师事务所办公室还是家中，
看上去都更具有仪式感，更容易被律师收藏展示。虽
然民国时期赠送给律师银盾的数量不计其数，但历
经数十年风雨，这些银盾现在所剩无几，因其经济价
值与名家字画、各类珍贵古玩相比相去甚远，一直也
不为收藏大家所重视。 （《法治周末》）

民国律师的“银盾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