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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志文献看吉林省与“一带一路”
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

寇旭华

[摘 要 ]吉 林 省 作 为 北 线 节 点 省 份 ，是“一 带 一 路”战 略 实 施 的 重 要 一 环。大 量 方 志

文 献 记 载 了 吉 林 省 与 俄、日、朝、韩、蒙 古 等 国 自 古 以 来 延 续 至 今 的 经 济、文 化 交 流 互 通 ，

对 吉 林 省“一 带 一 路”建 设 的 发 展 与 突 破 提 供 了 历 史 借 鉴 和 智 力 支 持。

[关 键 词 ]吉 林 省 ；一 带 一 路 ；地 方 志

2013 年 9 月 和 10 月 ， 中 国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在 出 访 中 亚 和 东 南 亚 国 家 期 间 ，先 后 提 出 共

建“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和“21 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以 下 简 称“一 带 一 路”）的 重 大 倡 议。2015

年 3 月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外 交 部、商 务 部 联

合 发 布 了《推 动 共 建 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 和 21 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愿 景 与 行 动》，在 最 终 版 规

划 中 ，“一 带 一 路”重 点 圈 定 了 18 个 省 ， 其 中

包 括 东 北 地 区 的 吉 林 省。吉 林 省 位 于“一 带 一

路”东 端 的 的 东 北 亚 地 区 ，所 接 壤 或 联 系 紧 密

地 区 除 了 幅 员 广 大 的 俄 罗 斯 ，还 有 隔 日 本 海 的

日 本 ，韩 国、朝 鲜 与 蒙 古 国。从 大 量 地 方 志 文

献 中 可 看 出 ，自 古 以 来 ，吉 林 与 这 些 国 家 的 水

路 与 陆 路 经 济 文 化 交 流 就 极 为 频 繁 ，对 东 北 的

社 会 民 生 产 生 长 久 和 深 远 的 影 响 ，为“一 带 一

路”战 略 实 施 提 供 了 弥 足 珍 贵 的 史 鉴 与 参 考。

一、吉 林 省 与“一 带 一 路”国 家 的 经 贸 往 来

吉 林 省 的“丝 绸 之 路”贸 易 可 谓 历 史 久 远 ，

受 地 理、人 文 环 境 及 地 缘 政 治 影 响 ，经 历 了 几

个 明 显 带 有 时 代 烙 印 的 发 展 阶 段。

1 .自 由 贸 易 阶 段。早 在 唐 代 渤 海 国 时 期 吉

林 就 已 经 与 日 本 有 频 繁 的 贸 易 往 来。《吉 林 省

志·对 外 经 贸 志》记 载 ，从 公 元 698—927 年 间 ，

曾 派 使 者 34 次 ，2000 多 人 去 日 本 的 福 井、石

川 ，进 行 物 资 交 换 ( 1 )。当 时 海 上 交 通 相 当 发 达 ，

有“海 上 丝 绸 之 路”之 誉。所 谓“海 上 丝 绸 之

路”，具 体 指 珲 春 经 盐 州、摩 阔 崴（今 苏 联 库 拉

斯 基 诺）抵 达 日 本 的 航 道 ，这 条 通 道 使 中 国 与

亚 洲 许 多 国 家 增 强 了 经 济 文 化 交 流。但 此 后

由 于 元 代 吉 林 地 区 专 注 发 展 农 牧 业 ，明 代 着 重

边 防 ，尤 其 是 清 政 府 长 期 实 行 封 禁 政 策 ，严 重

阻 碍 了 吉 林 经 济 的 发 展。明 末 清 初 ，吉 林 省 以

陆 路 贸 易 为 主 ，清 前 期 以 吉 林 乌 拉 为 中 心 形 成

了 物 资 交 流 网 络 ，不 仅 有 城 乡 之 间 贸 易 ，也 与

朝 鲜 和 俄 国 在 边 境 上 开 展 互 市 贸 易。在 朝 鲜

咸 境 北 道 的 会 宁、庆 源 两 地 开 市 ，交 换 马、牛、

盐、白 纸、农 具 等 物 品。到 光 绪 年 间 ，开 放 了 龙

井 市 和 珲 春 市 村 镇 的 三 处 中 朝 贸 易 商 埠。据

《珲 春 市 志》载 ，19 世 纪 80 年 代 ，大 批 华 人 在

海 参 崴 经 商 ，海 参 崴 200 余 家 店 铺 中 有 80%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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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人 开 设 的 ( 2 )。

2 . 被 侵 略 和 不 平 等 商 贸 阶 段。17 世 纪 中

叶 ，随 着 清 政 府 的 腐 败 无 能 ，其 政 治 军 事 统 治

在 世 界 舞 台 的 全 面 落 后 ，中 国 的 广 大 领 土 和 资

源 日 益 被 列 强 所 觊 觎。俄 国、日 本 相 继 加 紧 入

侵 的 脚 步。1689 年 7 月 ，经 过 雅 克 萨 反 击 战 收

复 雅 克 萨 城 ，中 俄 签 订《尼 布 楚 条 约》之 后 ，每

年 夏 秋 两 季 ，满 汉 商 人 在 吉 林 和 三 姓（今 黑 龙

江 省 依 兰 县）， 把 农 贸 商 品 运 往 中 俄 边 境 ，同

阿 穆 尔 河 沿 岸 居 民 交 换 畜 产 品 和 海 产 品。“俄

国 商 队 以 尼 布 楚 为 基 地 纷 纷 来 中 国 贸 易 ，从

1698 年 开 始 到 1718 年 的 20 年 间 ，沙 俄 商 队 来

中 国 有 10 次 之 多 ，人 数 也 超 过 清 政 府 规 定 ，最

多 时 达 到 800 人”，而 且“是 贱 买 贵 卖 的 不 等 价

交 换 ，他 们 带 来 100 卢 布 的 货 物 ，在 中 国 就 可

换 回 6000 卢 布 的 货 物。( 3 )”贪 婪 的 侵 略 者 并 不

满 足 ，此 后 ，在 1858 年 中 俄 的《瑷 珲 条 约》和

1860 年 的《北 京 条 约》等 不 平 等 条 约 签 订 之

后 ，沙 俄 加 紧 掠 夺 式 贸 易 ，“1868—1895 年 ，沙

俄 经 由 敖 德 赛 和 海 参 崴 两 港 从 中 国 掠 购 的 农

副 产 品 及 原 料 价 值 就 分 别 为 4107 万 海 关 两 和

1372 万海关两 ，同期经由上 述两港 销 往 中 国 的

俄国商品价值也分别为 420 万 海关两和 416 万

海关两，占同期输入中 国 商 品 总 值 的 41%”( 4 )。

1907 年 后 ，珲 春、龙 井 村 等 地 相 继 开 放 为 通 商

口 岸。作 为 图 们 江 入 海 口 的 珲 春 成 为 中 俄、中

朝 贸 易 的 交 通 枢 纽 ，作 为 东 北 亚 大 陆 的 经 济 地

缘 战 略 要 冲 ，珲 春 在 吉 林 省 的 丝 路 经 济 方 面 具

有 重 要 地 位。此 外 ，长 春 的 商 贸 优 势 也 日 益 凸

显 ，《长 春 市 志·对 外 经 济 贸 易 志》载 ，清 末 ，辽

宁 营 口 开 港 后 ，“东 三 省 出 产 的 农 副 产 品 沿 辽

河 流 域 经 营 口 港 输 往 国 外 ，国 外 工 业 品 也 自 营

口 运 往 东 北 各 地 ，长 春 地 当 要 冲 ，恰 在 南 北 交

接 之 处。”长 春 成 为 重 要 进 出 口 商 品 集 散 地 之

一 ，是 东 北 一 大 商 业 中 心。当 时 长 春 的 运 货 马

车 被 国 外 商 户 称 为“宽 城 子 骡 马 大 车 队”( 5 )。光

绪 三 十 四 年（1908 年），吉 林 省 的 大 豆 打 进 欧

洲 市 场 ，作 为 重 要 油 脂 工 业 原 料 的 世 界 性 需 求

日 增 ，也 使 帝 国 主 义 对 吉 林 省 的 原 材 料 掠 夺 和

资 本 输 出 加 剧。据 编 于 民 国 年 间 的《长 春 商 工

人 名 录》载 ，1922 年 长 春 已 有 欧 美 商 人 40 户 ，

日 本 商 人 660 户 ，占 当 时 长 春 工 商 和 金 融 业 户

总 数 的 三 分 之 一 以 上。商 户 中 以 俄 商 居 多。据

日 本 人 所 著 记 载 ：“（1894 年）从 长 春 输 于 俄 领

黑 龙 江 沿 岸 的 商 品 有 欧 罗 巴 洲 和 亚 美 利 加 洲

的 制 造 品、朝 鲜 的 低 廉 织 物、马 尼 拉 的 卷 烟、

奥 地 利 的 洋 火 和 洋 酒 等 ( 6 )”。1917 年 十 月 革 命

后 ， 一 批 原 俄 国 资 产 阶 级 流 入 长 春 开 设 店 铺 ，

如 著 名 的 秋 林 洋 行 ，“不 仅 经 营 呢 料、五 金、化

妆 品、裘 皮 制 品、毛 毯、地 毯、各 种 罐 头、酒 等

中 高 档 百 货、食 品 的 批 发 和 零 售 ，还 附 设 制 茶

部 和 火 腿 肠 加 工 部 ， 是 当 时 长 春 最 大 的 百 货

店”( 7 )。

日 俄 战 后 ，根 据 1905 年 不 平 等 的《中 日 会

议 东 三 省 善 后 事 宜 条 约》， 日 本 取 代 俄 国 在 南

满 的 一 切 特 权 ，其 经 济 势 力 开 始 侵 入 吉 林。日

本 商 人 分 布 在 全 市 商 业、工 业、交 通 运 输、金

融 等 各 个 领 域。1920 年 后 ，苏 联 边 境 封 锁 ，中

苏 边 民 贸 易 中 断 ，日 货 大 量 倾 入 ，民 族 商 业 逐

年 减 少。1926 年 以 后 ，日 本 人 陆 续 在 长 春 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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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设 一 些 企 业 ，“到 1931 年 九·一 八 事 变 前 ，日

本 人 在 长 春 直 接 投 资 额 约 3981 .2 万 日 元 ，实

收 约 3392 .4 万 日 元 ， 其 中 开 设 的 各 种 会 社 71

户 （不 包 括 支 店 和 出 张 所）( 8 )”。在 沦 陷 时 期 ，

吉 林 省 的 经 济 命 脉 则 完 全 被 日 本 侵 略 势 力 操

纵 ，本 民 族 经 济 发 展 缓 慢 ，甚 至 难 以 生 存 和 立

足。《珲 春 市 志》载 ，沦 陷 时 期 珲 春 商 品 紧 缺 ，

绝 大 部 分 商 铺 倒 闭。

3 .迎 接 解 放 的 战 时 贸 易 阶 段。抗 战 胜 利 后

至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前 ，日 伪 势 力 陆 续 逃 离

东 北 ，吉 林 省 的 对 外 贸 易 也 随 之 进 入 新 政 权 成

立 前 的 过 渡 阶 段。中 共 吉 林 省 委 从 解 放 战 争

和 人 民 生 活 需 要 出 发 ，积 极 开 展 对 外 贸 易 ，领

导 解 放 区 人 民 克 服 缺 吃 少 穿 的 困 难。据《吉 林

省 志·对 外 经 贸 志》记 载 ，1947- 1949 年 ， 东 北

解 放 区 对 苏 联、朝 鲜 和 其 他 国 家 出 口 总 值 为

77925 美 元 ， 从 苏 联、朝 鲜 进 口 了 纺 织 品、钢

材、车 辆、军 工 产 品、民 用 百 货 等 大 量 生 产 生

活 物 资。如《珲 春 市 志》记 述 ，1945 年 11 月 ，珲

春 新 政 权 建 立 ， 由 共 产 党 人 担 任 县 政 府 领 导 ，

组 成 珲 春 县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筹 备 委 员 会 ，1946

年 从 朝 鲜 清 津 仍 有 商 贸 交 易 ，购 进 化 肥、明 太

鱼 卵、粮 食、食 盐 等 生 活 物 资。对 解 决 人 民 生

活 困 难 和 赢 得 解 放 战 争 的 胜 利 起 到 巨 大 作 用。

4 .独 立 自 主、平 等 互 利 的 经 贸 往 来 阶 段。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外 来 侵 略 势 力 被 彻 底

驱 逐 ，吉 林 省 与“一 带 一 路”国 家 的 商 贸 交 流

得 以 恢 复 和 发 展。据《吉 林 省 志·对 外 经 贸 志》

记 载 ，吉 林 省 对 苏 联 特 别 是 改 革 开 放 后 ，吉 林

省 的 经 贸 往 来 开 始 不 断 扩 大 ，稳 步 增 加。“一

五”计 划 期 间 ，国 家 确 定 从 苏 联 引 进 重 点 工 程

项 目 ， 吉 林 省 就 有 包 括 长 春 第 一 汽 车 制 造 厂、

吉 林 热 电 厂、长 春 客 车 厂 等 十 多 个 项 目。1956

年 以 后 ，陆 续 建 成 投 产 ，成 为 全 省 国 民 经 济 的

骨 干 企 业。吉 林 省 同 日 本 也 有 正 常 的 经 济 贸

易 往 来 ，1963 年 ，省 农 机 局 从 日 本 引 进 各 种 农

业 机 械 122 台 ，在 龙 井 市 东 盛 乡 进 行 水 稻 生 产

试 验。“六 五 期 间”，一 汽 和 吉 林 市 电 冰 箱 厂 分

别 从 日 本 引 进 先 进 技 术 和 设 备 ，提 高 了 企 业 生

产 能 力 和 年 产 值 ( 9 )。《珲 春 市 志》载 ，1985 年 珲

春 外 贸 公 司 对 朝 鲜 开 展 边 境 小 额 贸 易 ，进 出 口

额 达 693 .9 万 元（人 民 币）。同 年 与 苏 联 哈 桑 区

达 成 易 货 协 议 ，中 苏 边 贸 开 始 复 兴。1988 年 6

月 ，吉 林 省 政 府 批 准 珲 春 市 外 贸 公 司 行 使 对 苏

联 边 境 贸 易 权。虽 然 当 年 贸 易 额 只 有 10 多 万

元 ，但 对 苏 联 贸 易 的 大 门 已 打 开 ，成 为 吉 林 省

对 外 贸 易 的 窗 口 之 一。此 后 ，俄 罗 斯 逐 渐 成 为

吉 林 省 境 外 投 资 的 最 大 国 别。吉 林 省 对 朝 鲜 的

贸 易 品 种 也 愈 益 丰 富 ， 如 1985 年 珲 春 基 本 只

从 朝 鲜 进 口 单 一 的 海 产 品、少 量 木 材 ，出 口 也

只 有 棉 纺 织 品 ，1986 年 以 后 增 加 了 粮 油、土 特

产、饲 料、五 金、工 业 制 品 等 ( 10 )。吉 林 省 外 销 市

场 不 断 扩 大。“六 五”期 间 ，吉 林 省 出 口 商 品 增

加 到 1000 多 种 ，其 中 大 豆、玉 米、豆 粕、园 参、

混 合 饲 料 作 为 拳 头 产 品 ，五 年 累 计 出 口 4 .9 亿

美 元。1980- 1985 年 ，吉 林 省 最 大 的 外 销 市 场 为

香 港 地 区、日 本 与 苏 联。1985 年 ，向 日 本 出 口

金 额 为 12208 万 美 元 ，向 苏 联 为 9792 万 美 元 ，

向 香 港 为 12379 万 美 元 ，合 计 占 全 年 出 口 创 汇

总 值 的 81%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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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吉 林 省 与“一 带 一 路”国 家 的 文 化 互 通

东 北 土 著 狩 猎、游 牧 民 族 如 满 族 和 蒙 古 族

的 社 会 文 化 在 长 期 建 政 的 过 程 中 不 断 发 展 ，加

之 汉 民 族 拓 荒 者 带 来 中 原 文 化 与 之 交 通 互 融 ，

在 清 建 国 前 后 300 年 吉 林 文 化 达 到 繁 荣 阶 段。

但 由 于 清 朝 的 东 北 封 禁 政 策 ，吉 林 文 化 在 世 界

近 代 文 明 发 展 进 程 中 仍 处 于 相 对 封 闭 和 较 为

缓 慢 的 发 展 态 势。尽 管 如 此 ，早 期 自 发 开 展 的

对 外 经 贸 活 动 ，近 代 地 缘 政 治 的 剧 烈 变 革 与 冲

击 ，使 吉 林 省 的 社 会 文 化 发 展 不 可 避 免 的 受 到

“一 带 一 路”国 家 影 响。

在 方 志 文 献 中 ，记 述 吉 林 省 与 朝 鲜 民 间 文

化 交 流 密 切 ， 相 处 融 洽 的 史 实 屡 见 不 鲜。如

《长 白 汇 征 录·长 白 山 江 岗 志 略》中 多 有 记 载。

“漫 江 营”一 节 中 写 到 ：“（此 地）有 韩 民 30 余

户 ，池 边 多 膏 腴 之 田 ，韩 民 亦 皆 富 饶 ，故 名 为

营。”描 述 了 越 恳 朝 民 勤 劳 朴 实 ，与 边 境 汉 民

友 好 和 睦 相 处 的 怡 然 图 景。书 中 还 记 述 一 件

轶 事 ，作 者 刘 建 封 在 路 途 中 见 一 牧 童 骑 牛 ，手

执 一 书 ，借 过 来 一 看 ，原 来 是《汉 书》。经 过 询

问 得 知 此 牧 童 姓 许 ，年 仅 15 岁 ( 12 )。牧 童 一 边

牧 牛 一 边 读《汉 书》，显 示 了 朝 鲜 对 教 育 的 重

视 ，也 从 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 了 汉 文 化 对 朝 鲜 文 化

的 影 响。

随 着 与“一 带 一 路”国 家 交 往 事 务 渐 趋 繁

多 和 复 杂 ，清 末 ，清 廷 也 开 始 着 手 培 养 外 交 人

才。如《珲 春 市 志》载 ，光 绪 十 三 年（1887）三

月 ，副 都 统 依 克 唐 阿 在 珲 春 设 立 中 俄 书 院 ，挑

选 珲 春、宁 古 塔、三 姓 八 旗 子 弟 15 人 入 院 学 习

中 俄 文 学 ，由 总 理 各 国 事 务 衙 门 拣 派 工 部 候 补

主 事 毛 鸿 遇 主 持 并 兼 俄 文 教 习 ，专 门 培 养 中 俄

外 交 人 才 ( 13 )。

俄、日 等 帝 国 主 义 侵 入 东 北 后 ，现 代 化 媒

介 以 强 硬 姿 态 输 入 东 北 社 会。据《吉 林 省 志》

载 ，清 光 绪 三 十 三 年（1907），俄 国 人 在 长 春 西

三 道 街 首 演“电 灯 影 戏”，电 影 从 此 传 入 长 春。

1920 年 ，日 本 人 在 长 春 经 营“长 春 座”和“株 式

会 社 长 春 座”， 长 春 始 有 专 业 影 院 （也 兼 演 戏

剧）( 14 )。1932 年 3 月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扶 持 的 傀

儡 政 权 伪 满 洲 国 在 长 春 成 立。为 了 利 用 广 播

和 电 影 等 新 媒 介 向 东 北 沦 陷 区 人 民 进 行 奴 化

教 育 ，1933 年 4 月 ，成 立“新 京（长 春）放 送 局”

进 行 汉、日、朝、英、俄 等 多 语 种 无 线 广 播 15；

1937 年 8 月 ，伪 满 洲 国 设 立“株 式 会 社 满 州 映

画 会 社”， 吉 林 开 始 出 现 电 影 故 事 片 制 作 单

位。1945 年 日 本 战 败 ，广 播 和 电 影 事 业 的 主 导

权 最 终 回 到 中 国 人 手 中。

在 语 言、饮 食、服 饰、建 筑 等 方 面 ，吉 林 省

也 受 到“一 带 一 路”国 家 影 响。民 众 购 买 俄 国

商 品 ， 与 俄 商 接 触 ， 也 熟 悉 了 一 些 俄 语 单 词 ，

并 自 然 运 用 到 生 活 当 中。如“大 列 巴”（大 面

包）“布 拉 吉”（连 衣 裙），至 今 仍 时 有 习 用。日

本 的“注 射 器”“卫 生”“健 康”等 许 多 日 常 口 语

词 汇 也 成 为 东 北 的 常 用 语。啤 酒、面 包、红 肠

等 特 色 俄 式 食 品 成 为 东 北 民 众 饮 食 的 一 部 分。

朝 鲜 的 泡 菜、打 糕 ，日 本 的 寿 司 ，蒙 古 的 奶 茶

等 在 东 北 食 品 中 也 不 少 见。《吉 林 新 志》载 ：

“（旧 式 之 毡 鞋）自 十 七 年（1928）冬 ，为 哈 尔

滨、海 拉 尔 等 处 俄 人 工 厂 所 制 之‘毡 疙 瘩’（形

似 靴）所 夺 ，销 路 渐 窘。”谈 到 建 筑 ，该 志 记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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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之 建 筑 ， 都 市 民 宅 仍 为 旧 式 ， 惟 新 建 筑

之 衙 署、工 厂、铁 路、站 房 及 新 京（长 春）之 头

道 沟、日 租 界 ，哈 埠 之 道 里 ，则 皆 为 西 式。故 入

头 道 沟、哈 埠 道 里 ，几 疑 其 为 西 洋 市 街。( 16 )”至

今 ，长 春 的 俄 人 所 建 宽 城 子 火 车 站、华 俄 道 胜

银 行 ，日 本 修 建 伪 满 八 大 部 ，仍 保 留 着 昔 日 鲜

明 的 异 国 特 色 ，也 昭 示 着 当 年 东 北 曾 被 侵 略、

被 掠 夺 ，那 段 殖 民 统 治 的 屈 辱 史。

但 总 体 说 来 ， 吉 林 省 的 历 史 传 统 文 化 ，在

社 会 变 革 中 表 现 出 稳 定 的 传 承 性 ，没 有 因 外 族

侵 略 而 变 异 变 质 ，它 的 根 系 仍 然 顽 强 的 保 持 了

东 北 地 方 特 色。东 北 沦 陷 时 期 ，吉 林 省 上 层 社

会 的 礼 仪 接 受 了 清 代 某 些 习 俗 及 日 本 礼 节。

一 些 封 建 迷 信 陋 俗 得 到 提 倡 ( 17 )。但 抗 战 胜 利

后 ，这 些 硬 性 灌 输 的 礼 节 和 陋 俗 不 复 传 续。

蒙 古 与 中 原 及 东 北 地 域 文 化 也 始 终 处 于

互 相 交 流 和 影 响 中。据《郭 尔 罗 斯 考 略》记 述 ，

蒙 古 自 古 以 来 一 直 沿 用 十 二 兽 名 纪 年。随 着

蒙 古 族 进 入 中 原 ，受 汉 文 化 影 响 ，出 现 了 汉 文

化 的 干 支 纪 年 与 十 二 兽 名 纪 年 并 用。 19 世 纪

末 到 20 世 纪 初（是 时 外 蒙 尚 未 独 立），清 王 朝

强 力 推 行“移 民 实 边”， 黄 河 流 域 大 量 贫 困 农

民 进 入 吉 林、黑 龙 江 和 蒙 古 草 原。喀 喇 沁、蒙

古 贞 等 卓 索 图 盟 的 大 批 破 产 的 蒙 古 族 农 牧 民

也 进 入 嫩 科 尔 沁 和 呼 伦 贝 尔 ，出 现 了 喀 喇 沁、

蒙 古 贞 文 化 北 移 ( 18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吉 林 省 作 为 独 立 主 权 国 家

的 组 成 部 分 ， 与 苏 联 （1991 年 12 月 后 为 俄 罗

斯）、朝 韩、日 本、蒙 古 等“一 带 一 路”国 家 开 始

正 常 交 往 互 访 ，平 等 友 好 的 文 化 交 流 一 直 持 续

至 今。

三、启 示 与 思 考

从 方 志 文 献 的 记 载 可 看 出 ，吉 林 省 有 很 好

的 先 天 地 理 位 置 优 势 ， 又 由 于 历 史 上 民 族 融

合、边 贸 交 往 的 联 系 ，与 接 壤 各 国 有 着 天 然 的

亲 缘 关 系。近 现 代 虽 有 一 段 不 堪 回 首 的 被 侵

略 和 剥 削 奴 役 的 屈 辱 史 ，但 其 中 也 不 乏 各 国 民

众 之 间 自 发、自 愿 的 经 济 文 化 交 流。历 史 告 诉

我 们 ， 文 化 的 强 求 一 致 ， 经 济 掠 夺 与 剥 削 ，侵

略 和 战 争 与 人 类 的 发 展 趋 势 背 道 而 驰 ，终 将 失

败。国 家 间 互 相 交 往 和 共 同 繁 荣 的 关 键 ，在 于

政 治 互 信、经 济 融 合 和 文 化 包 容。“一 带 一 路”

战 略 恰 好 是 实 现 共 同 繁 荣 的 最 佳 途 径。

吉 林 省 虽 然 居 于 东 北 亚 重 要 区 位 ，但 在 地

理 上 仍 是 一 个“关 中”，有 一 定 的 封 闭 性 ，因 而

更 需 要 在“一 带 一 路”的 更 大 开 放 环 境 中 实 施

振 兴 规 划。吉 林 省“一 带 一 路”战 略 的 关 键 区

位———图 们 江 口 地 区 的 发 展 ，制 约 于 历 史 的 被

动 ， 也 制 约 于 多 边 博 弈 造 成 人 工 的 一 个“喉

结”， 打 开 这 个 喉 结 ， 还 需 要 经 济 一 体 化 和 文

化 交 流 的 利 器。《推 动 共 建 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 和

21 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愿 景 与 行 动》明 确 提

出 ，共 建“一 带 一 路”的 途 径 是 以 目 标 协 调、政

策 沟 通 为 主 ， 不 刻 意 追 求 一 致 性 ， 可 高 度 灵

活 ，富 有 弹 性 ，是 多 元 开 放 的 合 作 进 程。吉 林

省 应 依 据 开 放 需 要 ，结 合 共 同 的 利 益 点 ，加 强

不 同 文 明 间 的 交 流 与 对 话 ， 寻 求“一 带 一 路”

建 设 的 突 破。

地 方 志 的 传 播 和 研 究 是“一 带 一 路”文 化

交 流 中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因 拥 有 翔 实 丰 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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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少 代 多 少 人 才 的 智 慧 荟 萃 而 成 的 广 阔 资 料 ，

其 所 提 供 的 历 史 借 鉴 与 启 发 未 来 的 智 库 作 用

是 其 它 媒 介 不 可 替 代 的。目 前 吉 林 方 志 在“一

带 一 路”战 略 中 的 作 用 研 究 还 有 很 多 空 白 点 ，

未 来 随 着 对 方 志 文 献 研 究 的 不 断 深 入 ，相 信 会

不 断 挖 掘 出 地 方 志 服 务 于 吉 林 省“一 带 一 路”

建 设 的 新 亮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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