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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都有自己的长处。各国人民都有自己的发明创造。

通过经济文化交流,这些成果就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

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祖国的一部分的四川,在我国与

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起过重要作用,占有重要的地位。这

里,就古代四川与国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作一些简要的介

绍。

(一 )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勤劳聪慧的四川人民,利用优越

的自然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生产出许多精美 名 贵 的 产

晶。这些珍品不仅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生活,而且传至国外 ,

对人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西汉武帝时代,张骞奉命出使西域,来到大夏 (今阿富

汗北部阿姆河流城⊥带)。 在这里,张骞见到了四川的名产

品。后来,他在给汉武帝的报告中说: “臣在大夏时,见邛

竹杖、蜀布。问曰: ‘
安得此?p大夏国人曰: ‘

吾贾人往

市之身毒
’
。”正义注: “邛都邛山出此竹,囤 名邛竹。节

高实中户戎寄生,可为杖。布,土芦布。”
①邛都即今四川

西昌一带,以此地之竹制成杖,即为邛杖。土芦布,一般认

为是木棉布。这两种特产由四川输往身毒 (印 度),再转运

大夏。

四川出生漆。 “陇、蜀之丹漆旌羽,⋯ ⋯荞生送终之具

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②古代四川人民以漆为原料,

生产出精美的漆器。汉代,四川漆器闻名天下。汉朝廷在广

汉设工官,专门制造漆器和金银扣器。不仅近年在长沙马王

堆汉墓和湖北江陵汉墓中出土了不少成都制造的珍贵漆器,

而且早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朝鲜原乐浪郡 (今平壤

附近)就出土了大量有铭文的汉代漆器,其 中有当时蜀郡产

品。这是四川漆器输往国外的有力证据③。

汉代的四川不仅通过陆路与外国发生贸易往来,而且可

能通过水路与国外贸易。至迟成书于汉代的 《禹贡》称梁州

(今四川等地区)出铁和镂。镂是可以雕刻器物的纲铁。由

于有这个传统,汉代蜀刀是天下名牌产品,西汉文翁曾 “买刀布蜀物 ,赍计吏以遗溥±”
,因

“二者蜀人作之皆善
”

④。东汉初,大桊 (罗 马)已有中国钢铁。罗马博物学者扌林尼 (27

-79年)在他的著作中,对中国钢铁大加赞美,认为是优良卓越的产品0。 这种产品很可能

是四川的。而当时由于北匈奴扼西域通道,中西陆上交通咀塞,因此有的史家认为9 “可能

在西汉时,蜀商从水路私运出海。”
⑥

四川盆地西部古称为蜀。蜀是我国最早养蚕的地区之一。四川丝织业历史悠久。古代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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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输往外国的产品中,数量最大、影响最深的当推丝织晶,而其中尤以蜀锦为第一。

二国时,蜀锦在蜀国的对外贸易中举足轻重, “历代尚未有锦,成都独称妙。故魏则市

于蜀,吴亦资酉蜀。”
⑦通过曹魏,蜀锦转运日本。 《三国志 ·魏书》 (卷三十)说: “景

初二年 《
"8年

)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9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谴吏将 诣 京

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 ‘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皱粟周十张 ,茜 绛 五 十

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斑华厨五张,白 缀五十匹9

⋯⋯。皆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

唐代”四川丝织品输出数量更大,往西沿着丝绸之路输往中西、西亚、欧洲。一九一二

年 ,日 本大谷探险队桔瑞在新疆吐鲁番盗掘唐墓,出土联珠对鹿斜纹纬锦一件 ,锦 中织有
“花

对鹿
”

铭文,此即蜀锦⑧。日本大谷敦煌文书3091号记有 “帛练行梓州小练一匹,上直钱三

百九十文 ,次三百/\~十 文,下三百七十文。”梓州即今四川三台。 “无数铃声摇过迹 ,知驮白

练到安西
”。梓州白练在西域市场上能得如此高价,那么骆马所驮,一定有相当数量的四川

丝织品。往东,蜀锦大批运往日本。日本正仓院法隆寺 《献纳宝物帐》上记有 “蜀江太子御

绢伞
”、 “蜀江小幡

”等物,该寺还存有唐蜀锦残片,可见蜀锦在日本被视为宝物。唐时流

传到日本的 《唐人小说》 “游仙窟
”

中提到 “益州新样锦
”。这可能是指 “陵阳公样

”。唐

太宗时9益州工官窦思伦组织工人创造章彩奇丽的锦和绫的新花样,流行国内外。后窦被封

为陵阳公,这些花样就被称为 “陵阳公样
”。

明代,宋应星在 《天工开物 ·乃眼》中说: “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丝

质来自巴蜀,商人万里贩来9以易胡椒归里。”
这说明当时川丝作为外贸产晶原料大量送至

沿海,经加工后再行出口。

(二 )

在生产劳动过程中9四川人民积累了丰富经验,掌握了许多精湛的技术。这些奇技9先

后传至外国,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四川很可能是我国印刷术iJ发祥地。唐末四川印刷业已十分发达9是当时我国印刷业的

中心。四川的E卩 刷品和印刷技术在唐代就已传至外国。865年 (唐咸通六年),日 本僧 人 宗

襁从中国返回日本时,带有 “两川印子 《胄韵》一部五卷,同 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⑨。

所谓 “西川印子”,就是四川的印版书。清末在敦煌发现唐中和二年 (882年 ) “剑南 西 刀丨

樊赏家历 (下残)” 9这是四川印刷品输住西方的明证。美国学者卡特在 《巾国印刷术的发

明和它的西传》一 1” 中说 ,敦煌发现 n勹三件书卷 ,大致是九世纪和十世纪最初十年内的东西 ,

它们 “可能来自四川省
”。他又认为, “敦煌发现的 《切韵》残叶,被认为是当时四川世俗

方面早期印刷活动的产物。”⑩这些材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唐代四川印属l术的西传提供了线

索。

宋初,在成都刻印 《大藏经》,共收佛经典籍一千五百二十一种,五千余卷,雕板十三

万块,历时十余年之久。这部印刷品被外国学者誉为 “历史记载上最不朽的典籍之一”
④。

995年,高丽国王派遗韩彦荥来华,要求宋赠送蜀刻 《大藏经》 ,宋朝玫府赠送一部。1]01年

(高丽显宗二年),朔鲜开始翻刻 《大藏经》,至 1082年 完成。983年 ,日 本东大寺 僧 入裔

然及弟子三人人宋学习、研究。三年后回国时,宋赐赠蜀刻 《大藏经》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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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四川绵竹兴起了富有浓郁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的木刻年画。绵竹年画与天津

杨柳青、山东维坊、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为我国四大年画。绵竹年画不仅遍销我国西南、

西北,而且远销印变、缅甸和东南亚各国。

在农业科学方面,古代四川人民对世界文化也有很大贡献。四川西部是大麦的发祥地。

早在1933年 9瑞典人欧伯希即在四川道孚县发现野生大麦,并据此提出我国四川和西藏是大

麦发祥地的看法。不过当时没有得到充分证实。19〃年,我国科学家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金沙江流城、雅砻江流域以及西藏一些地区,都发现野生大麦,从而证明这一带是大麦的发

祥地⑨。我国古代四川、西藏人民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驯化和培育出了大麦,丰富了人类的

稂食品种。四川的种茶技艺和饮茶习惯对国外的影响亦很深远。我国西南是茶树的原产地 ,

而四川是我国人工栽培茶树最早的地方。西周初年,已有人发现巴蜀庭浣中有人工栽培的茶

树。 《神农本草经》说g茶 “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顾炎武在

《日知录》中说: “秦人取蜀,始知茗饮事
”。可见饮茶习惯也是从四川传出去的。以后饮

茶之办1盛行全国。而世界各国的种茶技术、饮茶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四川传出去的。至今
“川红”还畅销国外。

四川井盐生产历史悠久,为 向深藏地下的盐卤要盐,四川人民创造和发展了盐井开凿技

术。宋代,四川井盐工匠已能打出井口小如碗,深达数十丈的卓筒井。这种井是近代盐井、

气井、油井的雏形。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种打井法传至西方,至少在1900年以前,

世界上的油井、气井、盐井都是按卓筒井法打成的。

蜀道素以险阻著称,四川西部山高峡深更是难以通行。生活在这里的古代四川人民,为
沟通两岸交通,在深谷急流上梁设笮桥。笮桥就是绳桥9不过这一带以竹为绳,而 “竹绳谓

之笮
”

⑩,故称笮桥。索桥何时传至国外已无从考察,但这一技术为中国四川西 部 地 区 首

创,却是中外学者一致公认的。这种技术,今天在桥梁和其他工程建筑中仍广泛地使用。

古代四川人民对人类健康有一杰出贡献,那就是首创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 。关 于 种 痘

法, “究其所源,云自宋真宗时,峨眉有神人出,为丞相王旦之子种痘而愈,逐传于世。其

说虽似渺茫,然以理揆之 ,实有参赞化育之功,固时制宜之妙⊙。”朱纯毅亦说 “峨眉山有神

医,能种疸,百不失一”, “种痘后七日发热,后十二日正痘已结痂矣
″

⑩。而且把为王旦

之子种庄过程说得更详细,不过朱说时间在宋仁宗时代。真、仁二宗相去不远,二说时间出

入不大。这就表明四川地区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已发明人痘接种技术,以后推广到我国各

地。十七世纪末,俄 国人从中国学去种痘法。后此法又经土耳其传至英国。英国乡村医生琴

纳从中受到启发,发 明了牛痘接种法。他的试验是1796年 5月 取得决定性成功的。从此种痘

法更科学安全。1805年 牛痘接种法传到种痘法的故乡中国。今天,肆虐多少世纪的天花已在

全世界消灭,这是人类战胜疾病的一个伟大胜利。这个胜利的取得,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

外文化交流的硕果。

(三 )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9人员往来是一种重要方式。在汉代的中印蜀布、邛杖贸易中,印度

和四川的商人可能就有来往9不过史籍中没有留下具体的名娃。

唐代以降9四川与国外的人员往来猛增,其中不少有明确记载。

唐代高僧玄奖虽非四川人,但他青少年时代在成都度过了几年学习生活,打下了学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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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玄奖游学印度时,以博学著称,深受当地僧俗尊敬。他对四川和印度文化交流以应有

一定作用。唐代益州明远、会宁、义朗三法师 ,分 别从海路出国,到过爪哇、缅甸、柬埔寨、

印度等国。会宁法师曾在诃陵国 (爪哇)停住三年, “遂共诃陵国多闻僧若那跋陀罗于 《阿

笈摩经》内,译出如来涅桀焚身之事,斯与大乘涅檗颇不相涉
”

⑩。会宁派小僧运期把译经

送回国内,先至交州,又至京师长安,奉奏朝廷,以后流布华夏,对小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起了很大作用。

宋太平兴国七年 (982年 ),成都沙门光远游学印度回国,带有西天竺工子给宋 朝 皇帝

的信件和礼物”信中表述了增进两国友谊的良好愿望。

唐谚曰: “扬一益二。”
唐以至宋代,成都是全国有名的商业城市相西南地区的文化中

心,这个时期来成都和四川的外国人也比以前大为增加。

唐代安附国及其父安咄汗, 〃其先出自安启、,以 国为信
”

⑦。贞观年间,父子先后为维

丿、H(四 川茂汶县)刺史。五代时,波斯人后裔石处温,在孟知祥、孟昶手下任职, “广事耕

垦,常积谷数千万石,前后累献军粮二千万石,加之以宝货
”

⑩,受到奖赏和提升。这个时

期在四川长住下来的外裔人中,最知名的要算李I甸兄妹。李垧,字德润, “本蜀中土生波斯

人”
⑩,知医药,善诗词,有 《琼瑶集》,今存三首。四弟李眩,字廷仪,随唐僖宗入蜀,

喜道家丹药,善奕棋。妹李舜弦,蜀王衍纳为昭仪,也善诗词。

宋代有大秦 (罗 马)人在成都造大秦寺。赵清献 《蜀郡故事》里说:成都石笋街 “昔有

胡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
”⑩。吴曾解 释 说 :

“盖大秦多谬琳琅旰,明珠夜光壁,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 出异 物。则 此 寺 大 秦 人 所 建

也”
⑧。建寺的大秦人很可能是珠宝商人。历史上,在四川经商的外国人是不少的。南朝人

何要,字栖凤9父是 “细脚胡”,通商到四川,后定居在郫县。 《高僧传》第二集第36卷还

记载了释道仙 (僧仁)的事迹。这个康居国 (今苏联中亚一带)人, “游贾为 业 ,梁 周 之

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黉货,乃满两船9时或计者云,直钱数十万

贯”。后他行贾四川梓州时,沉财江中,辞别妻子,出家为僧,住灌口山竹林寺。

四川新都县新繁镇西八华里,有龙藏寺。此寺始建于唐9重修于清朝康熙年间。朝鲜驻

清朝使者崔性麟曾到此游览,留下一草书碑刻,这是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又一历史见证。

(四 )

四川人民不仅富于创造精神,也善于学习,他们从其他国家人民那里学到不少有益的东

西,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文化生活。

农业: “自古农桑甲天府”。四川农业在全国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四川人民辛勤劳

动 的 结 果 ,也与吸取外国先进技术,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密切相关。胡桃 (核桃)、 胡罗 卜

(红罗 卜)、 葡萄等引自西域。柠花从印度经江南传入四川,元初的王桢在 《农书》中说:

“ (棉花)种 艺 制 作 之法,嗫嗫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红苕 (甘薯)、 包谷 (玉

米)、 蕃茄 (西红柿)、 烟草等是由美洲经南洋或印度支那9传至我国南方沿海,再传入四

川的。到清代,包谷、红苕已成为四川仅次于水稻的重要粮食作物了。清代四川什邡人张宗

法在 《三农纪》 (成 书于1760年 )中对红苕曾详加研究,指出它的多种食法: “可生食、蒸

食、煮食、煨食,可切片晒干,收贮作粥食,可磨粉,可饴饵,可酿酒,其制甚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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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早在唐代,四川的制糖业已有相当规模。不过当时全国制糖技术都不太高,只能

生产红砂糖。647年,唐太宗派人到摩揭它 (天竺属国,今印度境内) “取熬糖法,即 诏 扬

州上诸蔗,榨汁如其法,色味愈西域远甚。”
②约″6年,住在四川遂宁的邹和尚在此 基 础

上又加以改进,制 出 “糖霜”。宋代四川遂宁人王灼在 《糖霜谱》中说: “先是 唐 大 历 年

间,有僧邹和尚,不知所从来。跨白驴登伞山,结茅以居。⋯⋯一日驴犯山区黄氏者蔗田。

黄请偿于邹。邹曰g ‘汝未知窨蔗糖为霜,利当十倍,吾语汝,塞责可乎?’ 试之果信。自
是流传其法。”

宋应星称邹和尚为 “西僧
”

⑩,不知有何根据。但中国 (特别是四川)学 习

印度制糖技术又加以发展,取得很大成效却是可以肯定的。

医学:四川药物资源丰富,自 古医学发达。在四川古代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吸取了外国医

学的长处。以药物来说,李殉著 《海药本草》六卷,收入外来药一百多种,丰富 了 中药 种

类。宋代四川民医唐慎微编著的 《证类本草》中,也收录了不少外来药。

艺术:佛教很早就传入我国、传入四川,峨眉山成为四川和全国的佛教胜地。佛教艺术

对四川文化影响很大。峨眉山万年寺的普贤骑象铜铁铸象、乐山高七十一米的大佛以及大足

石窟艺术这些珍品,都是中外艺术交流的结晶。随着佛教艺术的传入 ,作为佛教主要建筑物之

一的塔 (浮图)的建造技术也传入四川。隋初西蜀有益州 (成都)福感寺塔、雒县 (广汉)

宝兴寺塔、江原 (崇庆)等众寺塔三座大石塔,以后隋代四川各地又续有建造。唐代兴起砖

塔9现存的彭县龙兴塔可能是唐代后期原物。至宋以后四川佛塔那就更多。座座佛塔,点缀

在 巴山蜀水之间9为秀丽的四川风光增色不少⑧。

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闭关自守政策,中外文化的正常交流受到影响

和破坏。但是,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四川的一些有识之士仍在艰难中提倡学习外国先进技

术。 “活人有奇术”
⑩的近代四川名医唐宗海(蓉川、融川),彭县人。他以西医的解剖理论

印证中医理论夕著有 《中西汇通医学精义》9力 国把中医西医统一起来,成为我国早期中医

学习西医的代表人物。更值一提的是牺牲在戊戌政变中的六君子之一、四川富顺人刘光第,

他不仅看到外国技术的长处,也看到它的短处9他主张学外国要 “收其利而制其害
”

⑩。这

个观点,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注 :

① 《jlL记 ·大宛列传 》

② 《盐铁论 ·本议第一 》

③梅原耒治: 巛支那汉代记年铭漆器图说 》,

参据 《考古 》1975年 6期 《马王维∵号 汉 墓

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引文

④ 《汉书 ·循吏传 》

⑧⑧参见范文澜: 《中因通史简编 》第二编第

⒛页;上海人民出版耐 《中国古代的发明创

造 》第114-115页

⊙山谦之: 《丹阴记》

⑧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 <练 绸之

路——汉唐织物 》注⑩

⑨日本佾宗叙新书写请来法绔目录 (大 藏 余

二),转引张秀民:《 巾国印刷术的发明 和 影

响》第铝页

⑩①美国卡特: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

传》 (中 译本)第 57、 59、 76页

②参见佟振亚: 《农作物史话》笫31-3s页

⑧ 《太卒御览》巷711引文

⑦ 《医宗金鉴》巷六十 《幼科种痘心法要旨冫

⑧《痘疹定论》

⑩“大唐西域求法高僻传》巷上

⑦“全唐文》巷屡35《 唐维州刺史安侯ll^e道碑》

⑧《粤雅堂丛书》路振《九国志 》爸九

⑩何光远: 《鉴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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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大约数目,一般是举出整数,省略余

数;有的比实际数目多,有的又比实际的数

目少。它是作者概括事物的一种手法,其 目

的是使文字精练。这种类型,王力在 《古代

汉语》中又称为 “整数”。

数目字除开实数、虚数、成数三种类型

外 ,还有一种类型:从文字看是数目字,而含

义却不是真正的数目字。如 “
吏呼一何怒 ,妇

啼一何苦” (杜甫《石壕吏D),这里的
“一”

,

应当与 “
何”

连为合成词。 “一何”相当于

现代汉语 “多么”
的意思。这个词,早在杜

甫以前,就有诗人用过了。 《古诗十九首》

中就有 “上有弦歌声 ,音响一何悲”
的句子。

还有∵个 “壹”
字,在古籍中经常和 “-”

通用,实际上是副词。如: “子之哭也,壹
似 重 有 忧 者。” ((礼记·檀弓D冫  这 个

“壹”字,作 “实在”、 “的确
”解。这种

类型既不是实数或虚数,也不算是成数。我

将它暂定一个名称叫 “
零数”。尽管这个名

称不
一定恰当,但它不属于实数、虚数、成

数的类型和范围是肯定的。

此外,数 目字
“一”不但有 时 用 作 副

词,有时还用作动词或名词等。如杜牧 《阿

房宫赋》中的 “六王毕, 四海 一”。这 个
“-” 的词义是统一,就是动词。又如 《列

子 ·汤问》中的 “愚公移山 ”: “帝 感 其

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 厝 朔 东,一
厝雍南。”的 “一”,就是名词,是 “一座

山”
的省文。这些都是词类的活用。因此,

数目字既有虚数、实数、成数几种类型,还
有文字是数目字但实际的词义不是数目字这

一类型。

美国戈申学院学生来我院学习

由美国戈申学院艾特利·此奇教授和他的夫人威尼弗雷德·此奇带领的二十名外藉学生,最近来到我 院

学习。我院文科各系将为这批外藉学生开设《基础汉语 冫、《中国历史概况 》、《中国文化发展概 况 》、

C中 国政治经济概况 》等课程。本院教师和有关方面专家,还将为他们作 C成都地区的风上人情 D、 <鲁
迅诗歌简介 D、 C中 国的戏曲艺术 )等学术报告。学习期间 ,还将组织他们利用周未和假 日进行各种参观 活

动 。 (邓奎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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