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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多年前，一群商人赶着骆驼从西安出发，一路向西，最远抵达地中海；同时，
在广东的徐闻港，商人们先祭拜海神，随后扬帆出海。后来，人们将这些连接东西方
的通道统称为“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文明之风吹向世界各地。2000 多年
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即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
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千百年来，中国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和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行平等的经济、文化交流。比如：明朝航海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
最大的远洋船队先后七下西洋，航迹遍布亚非，除了带去精美的手工制品外，还将先
进的中华文化远播海外。

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推动了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还将中华文化带到了异国他乡。
欧洲各国的贵族曾将中国瓷器视为外交礼品，阿拉伯国家的工匠结合中国瓷器工艺制
造出了波斯瓷器。日本掀起过一股“弘仁茶风”，贵族将模仿中国人品茶视为一种风尚。
无数西方人前往中国，泉州就曾因“南海蕃舶”常到，出现了“市井十洲人”的盛况。

如今，丝绸之路上不再有载满货物的骆驼。取而代之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纵横
交错的铁路网，以及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的集装箱货轮。古代丝绸之路的
先行者早已作古，秉承先人精神的建设者们正在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后，就受到沿线国家的高度赞扬和支持。在经济全球化
的今天，“一带一路”不仅赋予了古代丝绸之路新的内涵，还为沿线各国提供了新的机
遇。

为了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丝路精神，我们组织相关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一带
一路百城记》。以优美的文字和水彩绘画结合的形式，艺术化地展现“一带一路”节点
城市及所在国家和地区与丝绸之路相关的方方面面，包括丝路遗迹、风景名胜、文化
历史、风俗习惯、物产资源等，形成对“一带一路”的完整展示，最终实现一部“唯
美的一带一路静态影片”。

希望读者在阅读完这套书后，能够更深刻理解“一带一路”的意涵，对“一带一
路”沿线城市有更多的感性认识，不再将其看作一个遥远的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