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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不绝，商贸仍流通繁荣。或许，当硝烟散尽，经过河西的商

队，才是这条“国际走廊”上最值得牵挂的身影。看重丝路贸

易、同时被一股莫名的激情所驱动的隋炀帝，就曾穿越扁都口

巡幸张掖，并登临焉支山，亲自主持了一场堪称历史上最早的

“世博会”，接见高昌、伊吾等西域 27 国使节，“骑乘嗔咽，

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胜”。

犹记河西走廊现存最大的鼓楼、张掖地标钟鼓楼（镇远楼、

靖远楼）的四面各悬匾额，东为“金城春雨”，西为“玉关晓月”，

南为“祁连积雪”，北为“居延古牧”，道迥异风景，造交流温床。

马可·波罗的意大利老乡、佛罗伦萨商人弗兰西斯科·裴哥罗

梯（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曾于 14 世纪前期编写过

一本《通商指南》，提及从塔纳（Tana，今俄罗斯亚速海边的

阿速夫）至甘州的行程，还说“路上无论白天、黑夜都很安全”。

东邻武威、西迎张掖的永昌县，位于祁连山北麓、阿拉善

台地南缘。当地的一大看点，是有座被称为“罗马城”的骊靬

古城，名气甚大。有学者认为，西汉朝廷为安置一支被俘获的

罗马军团残部立骊靬县，这里的居民就是残部的后代，一些人

出现返祖现象，高鼻深目，头发卷曲。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

认为骊靬的得名另有其因。

倘若骊靬城的居民的确来自欧罗巴，那他们（的基因）大

抵是丝绸之路上走得最远的一批旅客了，至今尚惦记着返回故

土，在形貌上烙下提醒。无论如何，河西人可能混合着多民族

血液，不奇怪。相互融合、闪亮登场，文明花落花开，丝路落

英缤纷，恰是此地的某种常态。

猎奇景区：金昌市永昌县骊靬古城罗马风格的大雄宝殿。

张掖钟鼓楼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