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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时代的结束与新考古探险时代的开端
赵哲颢

韩国国立全南大，韩国丽水（여수시），59626；

摘要：斯文·赫定（Sven Hedin），作为大航海时代结束后新考古探险时代的开创者之一，其卓越的探险活动对

地理学和考古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详细阐述了斯文·赫定的生平及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四次考察，特别是他

对丹丹乌里克古城、喀拉墩古城以及马鬃山玉矿遗址等重大发现，这些发现不仅填补了地理学和考古学的空白，

还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古代丝绸之路的认识。斯文·赫定绘制的《斯文赫定中亚地图集》成为后来研究者的重要

参考，其详细的地理特征和人文景观描绘，为丝绸之路的探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斯文·赫定与中国学者

的密切合作，不仅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还为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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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介绍

大航海时代，这一欧洲历史上的关键时期，自 15

世纪起至 18 世纪终，见证了欧洲探险家们对海外地区

的广泛探索。这些勇敢的航海者们，如达·伽马、哥伦

布和麦哲伦，他们的航行不仅极大地扩展了欧洲人的地

理认知边界，更推动了全球化进程的初步发展。在他们

的努力下，新大陆被发现，新航线被开辟，世界各地的

文化与商品开始交流融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联系

网络。

在这一新时代的探险家中，斯文·赫定（Sven Hed

in）无疑是最为杰出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以其

卓越的探险成就和对古老文明的深入研究，成为了新考

古探险时代的标志性人物。赫定的探险生涯跨越了多个

国家和地区，他不仅深入亚洲的腹地，还涉足北极的荒

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探险记录和珍贵的文化遗产资

料。

2 丝绸之路的探索

2.1 与张骞西域之行及其影响

张骞的西域之行，作为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要里程

碑，不仅为后世开辟了通往中亚和西亚的贸易路线，更

在文化交流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斯文·赫定的探

险生涯中，他多次穿越荒凉的沙漠，风餐露宿，与世隔

绝，这些经历与张骞当年的西域之行颇为相似。赫定在

探索丝绸之路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古代贸易和文化交流

的遗迹。他沿着张骞开辟的路线，考察了多个历史悠久

的城市和地区，这些地区曾是丝绸之路上繁华的商贸枢

纽和文化交流中心。通过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赫定对

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认

为，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更是文化、

宗教和思想交流的桥梁，对于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具有

举足轻重的意义。

2.2《斯文赫定中亚地图集》的绘制与出版

《斯文赫定中亚地图集》不仅是斯文·赫定探险生

涯的瑰宝，更是地理学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地图

集详细而精准地描绘了中亚地区的山川、河流、湖泊、

草原以及古代城市的地理位置，为后世的地理学研究和

考古发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这部地图集不仅精准地描绘了中亚地区的地理特

征，还融入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使得人们能够更全

面地了解这一地区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地图集的出版引

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纷纷对其进行研究和

引用，使得斯文·赫定的探险成果得以广泛传播和应用。

2.3 马鬃山玉矿遗址考古发掘

马鬃山玉矿遗址，作为斯文·赫定在丝绸之路探险

途中的重大发现，揭示了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与文化交流

的重要层面。这一遗址曾是丝绸之路上的玉矿重地，蕴

藏着丰富的古代玉器和采矿遗迹，为了解古代玉矿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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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玉器流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斯文·赫定在对马鬃山地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凭

借卓越的探险才能和对遗迹的敏锐洞察力，他成功发现

了这一隐藏在沙漠深处的玉矿遗址。遗址中散落的玉器

和采矿工具，无声地诉说着古代工匠们的辛勤劳动和精

湛技艺。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这一遗址，斯文·赫定组织了一

支专业的考古队伍，对马鬃山玉矿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

古发掘。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们不仅清理出了大量的

玉器，还发现了许多与采矿、加工、运输等环节相关的

遗迹和遗物。这些发现为复原古代玉矿的生产流程提供

了重要线索。

通过对遗址中玉器的分析，可以推断出这些玉器在

当时的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它们不仅是贸易

的商品，更是文化交流的载体。玉器的风格、图案和制

作工艺等方面，都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这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正是丝绸之路精神的重要体现。

3 斯文赫定与中国合作

3.1 1927—1935 年间合作考察

在 1927 年至 1935年的这段时间里，斯文·赫定与

中国学者之间的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携手

并肩，共同踏上了探索中国西北地区的旅程，这段旅程

不仅充满了挑战与艰辛，更孕育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与深

厚的友谊。

考察团一行深入中国西北的腹地，对那里的地理环

境和人文景观进行了详尽的勘探和研究。他们穿越了茫

茫戈壁，跋涉在连绵起伏的山脉之间，感受着这片古老

土地所蕴含的沧桑与神秘。在考察过程中，他们详细记

录了地貌特征、气候变化以及动植物分布等情况，为地

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此次合作考察的成果是显著的。在地理学方面，考

察团成员共同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详细阐述了中国西

北地区的地理特征和自然环境。这些论文在国内外学术

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推动了地理学相关领域的

发展与进步。在人文学方面，考察团成员深入挖掘了西

北地区的文化底蕴，为后世的文化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

富。他们的努力不仅增进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也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2 地缘政治经济影响

斯文·赫定的探险活动不仅具有科学价值，更在地

缘政治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探险路线穿越多个

国家和地区，不仅揭示了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特

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

赫定对新疆、西藏等地区的深入探索，使得这些地

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逐渐凸显。他的考察成果为各国政

府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尤其是在资源开发和领土争

端等方面。例如，赫定发现的某些矿产资源后来成为国

际贸易的重要商品，从而改变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

地位。

赫定的探险活动还促进了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

交流。他的旅程穿越了多个文化圈，为东西方文化的互

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文化交流不仅有助于消除民族

隔阂，也为当时的国际社会带来了新的合作机遇。

赫定在探险过程中始终坚持科学、客观的态度，他

的考察成果因此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这使得各国政府和

国际组织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更加依赖于他的考察数据。

因此，赫定的探险活动不仅在地缘政治层面产生了直接

影响，还间接推动了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

在西方世界的眼中，中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都是一

片神秘而遥远的土地。然而，随着斯文·赫定等探险家

的深入探索，这片广袤的地域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斯文·赫定的探险活动之前，西方对中国西部地

区的了解主要停留在道听途说和有限的文献记载上。这

些资料往往充满了夸张和想象，使得西方人对中国西部

地区的认知充满了误解和偏见。然而，赫定等探险家通

过实地考察和科学研究，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西部地

区的真实面貌。他们的探险成果不仅纠正了过去的错误

认知，也揭示了这片土地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和自然

资源。

随着西方对中国西部地区认知水平的提高，这片土

地在国际上的地位也逐渐得到提升。

4 新探险时代的开端

4.1 科学技术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演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对探险活动

产生了深远的推动作用。在斯文·赫定所处的时代，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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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技术条件相对有限，但他的探险实践仍然在一定程度

上受益于当时可用的先进技术。例如，赫定在探险过程

中使用了早期摄影技术来记录所见所闻，这些珍贵的影

像资料不仅为后世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直观的证据，也极

大地丰富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知。

与斯文·赫定时代相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

突飞猛进。卫星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无

人机航拍等高新技术的出现，使得探险家们能够以前所

未有的精度和效率来探索和记录未知地域。这些技术不

仅大大提高了探险的安全性，也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探

索范围。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新探险时代展现出更加

多元化和深层次的特点。一方面，科学家们能够借助先

进技术深入研究地球各个角落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

从而更全面地了解我们的星球。另一方面，随着人类对

太空探索的不断深入，新的探险领域正在不断开辟，为

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4.2 大航海时代结束后新考古探险活动的兴起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落幕，欧洲对于新地域的探索逐

渐减缓，然而，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渴望并未因此消减。

相反，这种渴望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逐渐转化为对古

老文明和未知地域的考古探险。这一时期，新的考古探

险活动悄然兴起，其背景和特点与大航海时代截然不同。

在背景方面，新考古探险活动的兴起受到了多重因

素的影响。首先，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探险工具和方法。例如，地质学、考古学、人

类学等学科的进步，使得探险家们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和

理解古代文明的遗迹。其次，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各国

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人们对于不同文明的了解和

兴趣也逐渐加深。这为新考古探险活动的兴起提供了广

泛的社会基础。

在特点方面，新考古探险活动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

首先，与大航海时代以欧洲为中心的探险活动不同，新

考古探险活动更加注重全球范围内的文明探索。探险家

们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区或文明，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世界

各地。其次，新考古探险活动更加注重科学性和系统性。

探险家们在出发前会进行详细的规划和准备，以确保探

险活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他们还会与各地的学

者和研究机构进行紧密的合作，共同推动考古探险事业

的发展。最后，新考古探险活动还具有强烈的文化交流

和传播功能。通过探险活动，人们不仅能够了解不同文

明的历史和文化，还能够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

合。

4.3 斯文赫定在新时代的角色

斯文·赫定，这位在大航海时代尾声中崭露头角的

探险家，不仅以其非凡的勇气和决心为世人所瞩目，更

在新考古探险时代的开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的

探险活动，不仅丰富了人们对未知地域的认知，更为新

时代的探险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在新探险时代的浪潮中，斯文·赫定以其卓越的探

险才能和深厚的学术底蕴，成为了引领时代潮流的先驱。

他的探险活动不再局限于对地理空白的填补，更深入地

涉及到了对古老文明的挖掘和对人类历史的解读。他的

每一次探险，都是对未知世界的挑战，也是对人类精神

的升华。

斯文·赫定在新时代的地位，不仅仅是一名探险家，

更是一名文化使者。他通过自己的探险活动，将不同地

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文化的

交流和融合。他的探险成果，不仅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宝

贵的资料，也为人们了解世界历史和文化打开了新的窗

口。

斯文·赫定还以其独特的探险理念和科学方法，为

新时代的探险活动树立了典范。他强调探险活动的科学

性和系统性，注重实地考察与文献研究的相结合，这种

严谨的学术态度为后世的探险家们所传承和发扬。

总的来说，斯文·赫定在新探险时代中扮演了无可

替代的角色。他的探险活动、学术成果和文化贡献，都

深深地烙印在了新时代的历程中，成为了推动人类历史

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5 结论

在未来的研究中，关于斯文赫定及其时代的探讨仍

然具有广阔的空间和深远的意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

学者们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探讨。

斯文赫定的探险活动对现代地理学、考古学和人类

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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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仍有待详细阐述。通过深入研究斯文赫定的探险实

践及其科学成果，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些学科的发

展历程，并探寻其中的规律和启示。

斯文赫定在丝绸之路文化探索方面的贡献是不可

忽视的。他通过实地考察和发掘，揭示了丝绸之路沿线

地区的丰富文化内涵和多元文化交流现象。未来研究可

以进一步关注斯文赫定如何推动丝绸之路文化的传播

与交流，以及这种交流对沿线国家和地区产生的文化影

响。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的探险手段和方法层出不

穷。对比斯文赫定时代的探险方式与现代探险活动，我

们可以发现许多值得探讨的变化和趋势。例如，现代遥

感技术、无人机侦查等高科技手段在考古探险中的应用，

极大地提高了探险的效率和准确性。未来研究可以关注

这些新技术如何与传统考古方法相结合，推动考古探险

事业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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