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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嫘祖栽桑蚕吐丝，抽丝织作绣神奇。”

一蚕一丝，编织成一个古老且绵延至今的产

业——丝绸。

这是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古国献给世界

的礼物。

因为它，古代东西方交流大大加深；因

为它，丝绸之路穿越历史，洗尽铅华。

不仅仅是服饰

关于丝绸的起源，至今众说纷纭，有伏

羲起源说、神农起源说，也有在民间广为流

传的嫘祖养蚕说。

最初，这精美华贵的织物只用于祭祀，

直至春秋战国时期才成为达官显贵们的宠

儿，被穿在了身上。及至汉代，统治者劝民

归农，奖励农桑，丝织业迅速发展，丝绸服饰

逐渐普及开来。

事实上，除了祭祀与服饰，丝绸还曾经

扮演过另一个角色——货币。先秦时期《管

子》一书中就有丝绸换谷物的记载，西周中

期的青铜器曶鼎铭文中也有“匹马束丝”一

说。后来的史料就更多了，比如武周如意元

年“丝绸 1 匹=银币 10 文=铜币 320 文”，唐天

宝年间“丝绸 1匹=银币 10文=铜币 460文”。

正所谓“货，财也，币，帛也”。在中国古

代，丝绸作为货币的历史源远流长，无论是

朝廷发放官员俸禄，还是战争期间支出军

费，均可以看到丝绸的身影。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介绍：唐代安史之乱期间，名将封常

清就曾打开洛阳国库，将里面的锦帛作为军

费，散发给 6 万市井之徒，组织军力防御叛

军。到了宋代，丝织品更是硬通货，国库长

年存有大量绢丝布匹。丝绸还曾被用于借

贷。吐鲁番曾出土过一份唐代官司文件，上

面 记 录 了 汉 商 李 绍 谨 曾 向 胡 商 曹 禄 山 借

275 匹“练”的经过。这“练”正是最高级的

丝绸。

风靡全球的时尚

有一种喜爱，可以跨越岁月的洗礼、突

破地域性审美、超越年龄的界限，丝绸便是

这样一种神奇的存在。

有意思的是，虽然近代史反复刻画了西

方国家对丝绸的贪婪，但更早时期的典籍却

对这华美的织品颇多微词。

史料记载，公元前 1 世纪的某一天，当

恺撒大帝身着丝绸袍服出现在剧院看台中

央时，全场轰动了。从那一刻起，“丝绸之

风”迅速席卷古罗马，丝质服装更成为

贵族争相抢购的服饰。疯狂的迷恋

与追捧推高了本就高昂的丝绸价

格。据说，当时 12 两黄金才能

买到 1 磅（约合 9 两）丝绸。

当时，这一现象引起

了很多思想家的警惕。比如，古罗马科学家

老普林尼就感叹：“我们每年在东方奢侈品

上花费了大笔资金，一年内就有多达 1 亿塞

斯特斯（古罗马货币单位）从罗马帝国流出，

进入到边疆以外的东方贸易市场。”这笔支

出相当于古罗马年铸造总币值的一半。为

此，罗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穿丝绸。

这惊艳世人的发明究竟是何时传入西

方的？学界比较认可的一个观点是，它于公

元前 5 世纪前后传入希腊，迅速风靡，甚至

连当时的雅典娜女神像也身披一袭华美的

中国丝织长袍。

不过，真正让中国丝绸名扬天下的还得

是丝绸之路，更准确的说法是汉武帝时期张

骞出使西域开辟的西北丝绸之路。借由这

条千年古道，丝绸这一东方珍品开始源源不

断地运往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大陆，并成为

古代欧亚大陆贸易的代表性商品。据统计，

从 1580 年到 1590 年，中国每年运往印度果

阿的丝货为 3000 担，1636 年达到 6000 担。

清朝时中国对日本和欧洲的生丝与丝织品

出口规模更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

过的一幕，在丝绸之路上又重演了。往来于

欧亚大陆之间的商队，相互之间进行交

易时，除使用黄金外，也可以用丝绸结

算 。 此 时 的 丝 绸 俨 然 成 为 一 种 通 用

货币。

往事并不如烟

有人曾经开玩笑说，无论

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

丝绸之路，为的不过就

是绸子、瓶子和银子。其实，事实又何止如

此。中国的四大发明及炼铁术等技术同样

也作为来自神秘东方古国的“特产”走向了

全球，推动了世界科技与经济的发展进程。

据有关学者考证，我国古代造纸术大约

于公元 4 世纪起传入如今的朝鲜和日本，公

元 8 世纪传入中亚、北非和欧洲。而活字印

刷术发明不久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至如

今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文明的交流从来都是相互的。同样因

为这条商路，印度的佛教、希腊的塑像艺

术等传入了中国，如今我们熟悉的乐器如

琵琶、锣、钹、腰鼓等，常吃的水果如葡

萄、石榴、苹果、无花果等也传入了中原

腹地⋯⋯

往事并不如烟。如今，丝绸早已褪去

了 奢 侈 品 的 光 环 ， 走 进 寻 常 百 姓 家 ， 但

“一带一路”却穿越了时空，在今天焕发出

新的光芒。当沙漠的驼队为中欧班列所取

代 ， 当 海 上 的 怒 浪 拍 打 着 远 洋 货 轮 的 船

身，历史的车轮依旧滚滚向前，不急不

缓，一如往常。

一“丝”璀璨 穿越千年
沈 慧

2022 年 9 月 11 日，当中国老百姓欢度

中 秋 假 日 时 ， 埃 塞 俄 比 亚 人 民 终 于 过 完

2014 年的第 13 个月，迎来了 2015 年新年。

如果是初次来到埃塞俄比亚旅游或工

作，你一定会揉揉眼睛，以为自己犯了迷

糊。因为埃塞俄比亚的日历“信誓旦旦”

地告诉你，现在是 2015 年！这种“穿越”

的奇特感觉，缘于埃塞俄比亚独特的历法。

埃塞俄比亚至今仍沿用的“儒略历”，

是以古罗马政治家凯撒的名字命名的，从

公元前 46 年开始普遍被西方国家使用。儒

略历规定，一年分为 13 个月，前 12 个月每

月有 30 天，第 13 个月平年是 5 天，闰年是

6 天，共同构成一年的 365 天或 366 天。正

因如此，埃塞俄比亚将“享受 13 个月的阳

光”作为本国的旅游宣传口号。

后来，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宣布

实 施 新 的 历 法 ， 也 就 是 以 他 名 字 命 名 的

“格里高利历”。格里高利历是当今世界通

行的公历。19 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相

继殖民非洲国家，格里高利历也在非洲逐

渐普及。而幸运的是，埃塞俄比亚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维持着古老的君主

制度，并未被殖民主义浪潮吞噬，因而保

留了许多传统文化，古老的历法就是其中

之一。

由于宗教差异，埃塞俄比亚的纪元方

式也与公历有所不同，二者相差大约 7 年

零 8 个多月，这就造成埃塞俄比亚日历与

公历年份的差异。埃塞俄比亚的新年一般

是公历 9 月 11 日，如果遇到闰年，新年就

是 9 月 12 日。相比其他国家在岁末年初集

中庆祝圣诞节和新年，埃塞俄比亚 9 月的

新年吸引着外国游客前来狂欢。毕竟，来

到 埃 塞 俄 比 亚 旅 游 ， 不 仅 能 在 年 中 过 个

年，还能年轻七八岁。

外 国 游 客 到 埃 塞 俄 比 亚 后 感 受 到 的

“错乱”还不止于此，埃塞俄比亚计算时间

的方式也与其他国家不同。虽然埃塞俄比

亚的一天也是两个 12 小时，但他们规定日

出和日落的时间是 0 点，中午和午夜则是 6

点。这是由于埃塞俄比亚靠近赤道，昼夜

时长十分接近，全年的日出和日落时间没

有明显变化，因此日出时间就成为白天的

0 点，日落时间也就成为黑夜的 0 点。

所以，如果有埃塞俄比亚朋友约你晚

上 2 点到他家做客，不要觉得诧异，更不

要害怕凌晨到访打扰对方，因为晚上 2 点

其实是日落后 2 小时的意思，也就大约是

咱们的晚上 8 点啦！

独特的历法和计时方式，是埃塞俄比

亚文化传承的缩影。埃塞俄比亚不仅是个

拥有 3000 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是极少

数未被殖民统治过的非洲国家，最能代表

非洲的本土文化。因此，埃塞俄比亚在非

洲大陆具有独特的政治地位，非洲联盟及

其前身“非洲统一组织”都将总部设在埃

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这里也被誉

为“非洲的政治心脏”。

虽然在历史上未被殖民统治，但埃塞俄

比亚在与殖民者的斗争中失去了沿海地区，

成 为 地 地 道 道 的 内 陆 国 ，只 能“ 望 洋 兴

叹”。近年来，由中国企业承建的亚吉铁

路连通亚的斯亚贝巴与吉布提港口，为埃

塞俄比亚打通了新的出海铁路通道。两

地之间通过公路运输原本需要 7 天时

间，亚吉铁路的开通将两地货运时间缩

短 到 12 个 小 时 ，运 输 成 本 也 降 低 了

30%。亚吉铁路有力带动了沿线地区

发展，被当地人誉为“繁荣之路”。

在 两 大 文 明 古 国 的 精 诚 合 作

下，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迎来新机

遇。亚吉铁路沿线建起一座座工

业园区，大量中资企业入驻，带

来就业岗位和先进技术，显著改

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和制造业

水平，“非洲屋脊”之上形成

了一条富有活力的经济带。

新冠肺炎疫情前，中国

已成为埃塞俄比亚第三大旅

游 客 源 国 。 即 使 是 这 几

年，仍有大量中国企业家

到 埃 塞 俄 比 亚 投 资 兴

业 ， 感 受 着埃塞俄比亚

古老的文化和蓬勃的生

机。相信初来乍到的

他 们 ， 一 定 也 闹 过

不少关于日期和时

间的笑话。

不过，笑一笑

就 能 年 轻 七 八

岁，有什么不

好呢？

享 受 13 个 月 的 阳 光
田士达

丝绸是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古国献给世界的礼物。除了祭祀与服饰，丝绸还曾经扮演过另一个角色——货币。在中国古代，丝

绸作为货币的历史源远流长，无论是朝廷发放官员俸禄，还是战争期间支出军费，均可以看到丝绸的身影。丝绸甚至还曾被用于借

贷。在丝绸之路上，往来于欧亚大陆之间的商队相互之间进行交易时也使用丝绸结算，丝绸俨然成为一种通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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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问 对

新西兰的风景有

什 么 印 象 ？ 闭 上 眼

睛，脑海中立刻呈现出巍峨秀

美的白色雪山、清澈如镜的碧绿湖

面、与天相接的蓝色大海，还有无垠

的翠绿草场和成群的绵羊。晴朗的

时候，天空是透彻的蓝；阴天的时

候，则薄雾缭绕，山峰若隐若现。雨

过天晴，眼前的一切色彩都变得更

加晶莹⋯⋯是的，在这里仿佛所有

的色彩都被加深了。

在新西兰体验蹦极似乎是游客

们“到此一游”的必需仪式，无论是

在大桥、山顶，还是铁路高架桥、悬

崖边缘的特制平台，或者体育场

屋顶，都能通过专业机构，尝试蹦

极的极限一跃。20 世纪 80 年代

末，新西兰人哈克特在巴黎埃菲

尔铁塔蹦极引发公众兴趣，并在

新西兰南岛卡瓦拉桥开设世界

上第一家商业蹦极机构。相比

新西兰多数蹦极场所，卡瓦拉桥

不算高，只有 43 米，但据称是现

代蹦极的发源地。

不仅是蹦极，新西兰可以

满足游客对冒险运动的各种尝

试，高空跳伞、喷射快艇、峡谷

探险⋯⋯飞速穿越狭窄的河

谷，两侧的峭壁几乎与你擦

肩而过；穿过蜿蜒的溪流，快艇激起的波浪用力地

冲刷着两岸的砾石，喷射快艇之旅所带来的新奇体

验同样让人难忘。

在美景环绕的新西兰，游客可以拥有极限运

动带来的强烈刺激感，也可以感受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亲密无间。

新西兰特有的蓝光萤火虫是一种昆虫的幼

虫。它不像普通萤火虫闪着光飞来飞去，而是把

自己倒挂在岩壁上，借助黏黏的丝捕食，肚子越饿

发出的光就越亮。在潮湿阴暗的洞穴里，它们发

出的点点蓝光就像夜空中的点点繁星，让人产生

置身星空的感觉。

新西兰南岛的蒂阿瑙萤火虫洞是一个石灰

岩洞，洞穴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有点特殊，内

部通道呈网状且弯曲，想看萤火虫要经历一番跋

涉：从蒂阿瑙湖码头出发，坐船到达湖中央的森

林，步行到洞穴中部，再乘坐小船抵达洞穴深处，

沿途会经过大大小小的瀑布、漩涡，最终抵达萤火

虫洞穴。洞里一片漆黑，人工设施很少，因为怕惊

到萤火虫，导游很少开灯，游客也被禁止使用带有

闪光灯的电子设备。在所有人屏住呼吸、安静的期

盼下，黑暗中开始闪现无数蓝光，伴随着耳边潺潺

的流水声，仿佛闯入童话世界。

同样需要你收起闪光灯，拿出耐心和好奇心的

还有在奥马鲁看蓝企鹅返巢。

奥马鲁位于新西兰南岛的东海岸，是座港口城

市。在此安家的蓝企鹅一般只有 43 厘米高，约 2 斤

重，因长着一身蓝灰色的羽毛而得名。它们白天到

海里捉鱼，太阳落山后回到陆地上，当地政府为了保

护它们的生活习性和巢穴，特别建立了蓝企鹅保护中

心。每当夜幕降临，这些小巧可爱、憨态可掬的蓝企

鹅就成群结队地爬上岸，摇摇摆摆地踏上回家的路。

为了让身材娇小的蓝企鹅能够安全过马路，奥马鲁政

府不仅在它们经常出入的地方修建了提示牌，提醒来

往车辆，还专门为这些小家伙修建了一条地下通道。

因为蓝企鹅怕光怕声音，在此观测的游客大都全神

贯注地盯着岸边，生怕错过每一个小企鹅回家的瞬间。

在这样的氛围中，没有人不耐烦，也没有人大声说话，有

的只是默默体会大自然带来的神奇魅力。

在圆石海滩，看一场七彩斑斓的日出；在南阿尔卑斯

群山中徒步，感受自然的气息；在寄宿农场里，和小动物亲

密接触⋯⋯保留了自然最原

始 模 样 的 新 西 兰 充 满 着 生

命力。

在新西兰

﹃
冒险

﹄

李盛丹歌

埃塞俄比亚的日历与国际

通行的公历差别很大，计算时间

的方式也与其他国家不同。独

特的历法和计时方式，是埃塞俄

比亚文化传承的缩影。

埃塞俄比亚使用的“儒略

历”规定一年分为 13 个月，前

12 个月每月 30 天，第 13 个月

平年是 5 天，闰年是 6 天，共同

构成一年的 365 天或 366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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