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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进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
联合申遗工作，由宁波市人民政府、浙
江省文物局、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办公室联合
主办的“2021年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
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联席会
议”，于11月12日上午在我市召开。

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亚洲、欧
洲和非洲的国际贸易大通道，是传承千
年、延续至今、历久弥新的经济贸易之
路、技术传播之路、文化交流之路、和
平友谊之路，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
重要里程碑之一。它的开辟，极大地增
进了历史上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推动了

人类文明的进步，积淀了以“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中国是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
成部分。2018年 4月，在国家文物局的
指导下，由广州、宁波、南京共同发
起，24个城市共同签署了《海上丝绸之
路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
盟章程》（以下简称联盟），在海上丝绸
之路保护、研究、申遗、传承等方面达
成共识。2019年 5月，澳门、长沙加入
其中，联盟成员扩大到26个。联盟实行
联席会议制度，成员依照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相关公约及联盟章程，开展相关保

护、管理、监测、展示等工作，并保持
及时的沟通与协作。

联盟的成立，有效调动了各地政府
和社会各界保护、传承、利用海上丝绸
之路遗产的积极性。目前，26个城市基
本上都成立了工作机构，形成了长效保
护机制。广州、宁波、南京、福州、北
海等地还建立了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保护
研究机构。在立法保护方面，广州、南
京、宁波、福州、北海、漳州、江门、
丽水等地已制定公布地方性法规和政府
规章，从法律层面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对
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
用。

在行政部门、专业机构和社会各界
的推动下，我国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的基
础性保护工作得到加强，古老的遗产正
在展现喜人的新姿。广州、南京、宁
波、福州等地已完成重要海上丝绸之路
遗产的保护修缮、环境整治工作，其他
城市也正在加快步伐。各地遗产点周边
生态环保趋势向好，景观环境质量显著
提升。

联盟内部跨区域协作意识显著增
强，跨区域合作增多。近年来，联盟组
织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城市开展文化遗
产保护交流，先后举办了“跨越海洋——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九城市文化遗产精

品联展”“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
物精品七省联展”和“四海通达——海上
丝绸之路（中国段）文物联展”。

海上丝绸之路遗产是人类共同的历
史文化财富，研究、保护、利用好这些
遗产，对于传承人类文明、促进国际人
文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意义。面对这个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联盟城市有责任
和义务积极开展相关遗产保护和联合申
遗工作。未来，联盟城市将齐心协力，
为落实“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推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再添新的助力，
力争书写海上丝绸之路新的华章。

传承“海丝”文化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写在“2021年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联席会议”开幕之际

宁波滨临东海，地处中国南北海岸
线的中段，优异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宁波
海上丝绸之路东亚板块内核心港口的独
特地位。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宁波历史
的主脉络，更是宁波这个港口城市的灵
魂，它推动着宁波从陆地走向江河，走
向海洋，走向世界。

■“海丝”历史源远流长

纵观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宁波呈
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一是“历史悠久，绵延不断”。宁波
的海洋文化基因代代相传，持续不绝。
最新发现的井头山遗址表明，距今八千
多年前的宁波先民已经开始主动适应、
积极利用海洋。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河姆
渡文化，同样富含海洋元素。商周时
期，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水上
交通已然成为当时主要的出行方式。战
国时期，越人在今余姚江边建立了宁波
最早的港口——句章港。东汉晚期，水
晶、玛瑙、琥珀、玻璃等舶来品已陆续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宁波，越窑青瓷
等也已远销海外。唐代，宁波海上丝绸
之路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与交州 （今属
越南）、广州、扬州并称为当时四大港
口。宋代，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
期，并一直延续到元代。全国各大窑口的
瓷器，杭嘉湖地区乃至全国的丝绸、茶叶，
种类丰富的商品源源不断地通过大运河
汇集到宁波，再从宁波销往海外。明清时
期，因朝贡贸易与海禁等的影响，宁波海
上丝绸之路不复宋元时期的辉煌，但依然
是东亚板块内的核心城市，是中国对日本
列岛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港口。鸦片战
争以后，宁波被迫重新开埠，成为“五
口通商”城市之一，海上丝绸之路由此
迈向新的历史阶段。

二是“河海交汇，港通天下”。始于
春秋、成于晋代的浙东运河，连接了 7
世纪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宁波也由此
成为中国大运河的南端终点。通过运河
系统，宁波得以与全国的交通主干网络
相连接，大运河入海口与海上丝绸之路
始发港在宁波合二为一，不仅极大扩展
了宁波港口的辐射范围，也为海上丝绸
之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货物来源
和广阔的内地市场。

三是“面向韩日，兼及南洋”。由于
独特的地理位置，宁波在历史上一直是
涵盖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的东北亚交流
圈的主要支点城市，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及
日本列岛进行往来的主要窗口，甚至一度
成为官方确定的唯一合法港口。此外，宁
波又通过南方的泉州港、广州港与东南亚
及更远的地区进行贸易和往来，使宁波借
助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走向世界。

四是“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宁波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内涵丰富、多元，涵
盖了商品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
宗教传播等各个层面，同时通过源源不
断地输出，深刻影响了朝鲜半岛、日本
列岛的建筑、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
从而有力推动了世界文明的交融。

■“海丝”遗产多彩绚烂

在 开 辟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历 史 过 程
中，宁波先民创造了灿烂的物质与非物
质文化。经调查，宁波现存与海上丝绸之
路相关的文化遗产 67 处，其中：港口与贸
易类 16 处、城市建设类 16 处、文化交流类
22 处、海防设施类 13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13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 处、市

（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 处、其他 26 处。
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论证，并严

格对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要求，最终于
2016 年确定宁波最具代表性的四处遗产
点入选“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申
遗预备名单：

一是以元代永丰库为代表的海外贸
易管理机构。宋元时期，宁波设置有市
舶司 （务）、市舶库、高丽使馆、永丰库
等机构，以管理日益繁荣的海外贸易。
根据相关记载，永丰库创建于元代至元
十三年 （1276 年），废止于明代洪武三
年 （1370），其间一直是宁波重要的官方
仓储，主要职能是“收纳各名项断没、
赃罚钞及诸色课程”，与海外市舶贸易相
关的赃罚以及税收都会运到永丰库存
储。永丰库遗址发现了大量文物，特别
是出土瓷器中汇集了宋元时期诸多著名
窑系的产品，如龙泉窑、德化窑、景德
镇等等。这些出土器物，与元代中后期
从宁波出海去东亚贸易的韩国新安木浦
沉船中发现的瓷器形制特征、部分瓷器
上的“使帅府”公用字样，以及铸有

“庆元路”的铜权等，都可以相互印证。
二是以上林湖越窑遗址为代表的大

宗贸易物品生产遗址。瓷器一直以来都
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大宗贸易物品之
一，越窑青瓷则是其中之一。越窑兴起
于公元 2 世纪，至 9-11 世纪达到鼎盛，
南宋中期停烧，延续时间长达千年以
上。越窑产品以青瓷为主，多为日常生
活用器；晚唐五代时所烧制“秘色瓷”
一度为御用贡器，代表着越窑制瓷技艺
的最高水平。唐宋时期，越窑青瓷行销

海外，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乃
至中东、非洲等各地的各类遗址中都有
越窑青瓷的出土，东南亚海域发现的黑
石号沉船、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等也
都发现有越窑产品。更为重要的是，随
着青瓷的外销，制瓷技术也传播到海
外，如朝鲜半岛就根据越窑青瓷的烧制
技术创烧出了高丽青瓷。

三是以天童寺为代表的佛教文化的
对外传播。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
中，宁波繁荣的佛教文化也借助往来的
商船传播到海外。日本等地的僧人在宁波
登陆，前往天童寺等著名寺院学习，宁波
本地的僧人也东渡日本，带去包括佛教在
内的诸多中国传统文化。天童寺、阿育王
寺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日本僧人千光荣
西从天童寺带去了临济宗禅法，被称为日
本的“禅宗初祖”；永平道元从天童寺带去
了曹洞宗禅法，天童寺因此被称为日本曹
洞宗的“祖庭”；日本“画圣”雪舟等曾在天
童寺担任首座。天童寺高僧兰溪道隆是前
往日本传禅的第一位中国禅僧；无学祖元
东渡日本不仅带去了佛教文化，也深刻
影响了日本文学的发展。

四是以保国寺为代表的建筑技术的
对外传播。伴随着佛教教义的传播和人
员的往来，承载于佛教寺院建筑之中的
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也通过海上丝绸
之路东传至日本列岛及朝鲜半岛等地，
对日本及韩国的佛教建筑技术的发展产
生了重要影响。我国现存最早的木建筑
遗构之一保国寺大殿，具有典型的宋代
南式厅堂建筑特征，作为江南地区完整
的宋代木构佛寺建筑孤例见证了中国传
统木结构建筑技艺沿海上丝绸之路在东
亚板块内传播的历史，在建筑文化交流
史上具有突出的标志意义。

■保护利用走在前列

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文
物局的统筹领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等的专业指导和市委、市政府的重视支
持下，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申遗各
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

一是加强统筹协调，夯实基础工
作。颁布实施 《宁波市海上丝绸之路史
迹保护办法》，从法律法规上进一步规范
和强化对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的保护、管
理和利用。建立定期督查通报联席会议
制度，构建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保护长效

机制。稳步推进申遗点文物保护、环境
整治、展示提升、监测等工作。

二是深化价值挖掘，提升展示水
平。2016 年以来，我市先后与浙江大
学、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日本东京
大学等中外研究机构开设合作，深度挖
掘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内涵和价值，完成
研究课题十余项，出版 《中国海上丝绸
之路研究百年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海上
丝绸之路研究集粹》《丝路万里存此库》
等学术专著。在深化价值研究的基础
上，积极构建海上丝绸之路遗产陈列展
陈体系。2017 年 12 月，上林湖越窑遗址
被授予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上林
湖越窑遗址博物馆同步建成开馆；宁波
博物馆、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宁波中
国港口博物馆等持续推出“CHINA 与世
界”“丝路走廊”“走进西域”“匠筑东
方”“木石漂海”“港通天下”等主题陈
列，引发较好社会反响。

三是有效整合资源，加大传播力
度。积极构建海上丝绸之路宣传立体化
格局，通过群众活动、媒体推广、网络
宣传等多种形式，构建多方位、多领
域、多形式的海上丝绸之路保护与申遗
宣传工作新格局。宁波先后获选“东亚
文化之都”，承办“第十五届亚洲艺术
节”，举办“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海丝
之路 （中国·宁波） 文化和旅游博览
会”“国际海丝港口论坛”“海丝音乐
节”“中国 （宁波） 海丝国际戏剧节”

“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鄞州创意设计大
赛”，推出“海丝文明”号专列等。此
外，还策划开展了各类宣传活动，建立
了世界遗产保护志愿服务队，举办了海
丝故事大赛、海丝文化研学、海丝旅游
推广等多项宣传活动。

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的路还很漫
长，申遗的过程也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过
程。除了因保护状况较好入选的 4 处史
迹点之外，我市还有许多同样具有重要
价值的“海丝”遗产亟需重视与保护。
在国家积极建构海洋文明体系、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的当下，传承与弘扬
“海丝”文化，无疑是宁波城市文化建设
的最佳选择。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港口
之一，宁波将在科学保护“海丝”遗产的基
础上，深入挖掘丝路精神，打造丝路形象，
强化与联盟城市合作，共同推动海丝跨国
联合申遗，发挥文化遗产对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实现和平、共享、交
流、互利的美好愿景。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

文字：王赤洲
图片：除署名外，由宁波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文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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