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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舟山群岛
上，嵊泗大悲山的鉴
真东渡遗迹、岱山的
徐福东渡遗迹以及16
世纪的自贸港六横双
屿港，都是重要的海
丝遗址遗迹。

唐朝天宝年间，
高僧鉴真为东传佛
教，6次东渡，历时
10 年。据考证，鉴
真6次东渡都经过嵊
泗列岛，因风大浪
急，有两次在大悲山
等岛屿停靠，岛上渔
民以水米相济。直到
第6次才经嵊泗列岛
顺利抵达日本，完成
东渡大愿。

岱山又称“蓬莱
仙岛”，因秦始皇遣方
士徐福率三千童男童
女东渡寻找长生不老
之药而得名，自唐开
元年始，一千多年来，
一直被列朝命名为

“蓬莱乡”。岱山东沙
角的“海天一览亭”，
是一处纪念徐福东渡
的历史遗址。

普陀山上的短姑
道头也是重要的海丝
遗迹。明代万历年
间，短姑道头取代高
丽道头，逐步成为普
陀山的“标志性”地理
名称，往来各地的船
舶都由此上岸祈福。

一带一路上的宁波活化石 舟山群岛之印迹

舟山群岛因其独特的地
理位置和海洋环境，成为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如今，在舟山群岛上有不少海
丝遗迹：因古代新罗商船在此
触礁而得名的“新罗礁”、因常
有高丽商船停泊靠岸而得名
的“高丽道头”、担负航道护卫
职责的海防士兵生活所用的
“廉泉”和“甘井”……它们像
散落在小岛上的耀眼明珠，记
录着那段源远流长的历史。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舟
山群岛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峰带领
记者一行寻访了朱家尖和普陀山的
部分海丝遗迹。

正值旅游旺季，一大早，朱家尖
码头边的慈航广场里，已经停满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旅游大巴和私家车。
每一辆进入慈航广场的汽车，都会经
过一条不起眼的小河，很多人不知
道，这条小河所在地曾是海丝路上一
条重要水道：石牛港。

“古代从宁波到日本和朝鲜半
岛的商船，必经舟山群岛。南线是
从宁波沿着舟山本岛南侧海域，经
石牛港或乌沙门前往日本；北线是
从宁波经金塘岛，再到岱山，然后到
日本方向。”孙峰说，因为岛礁密布
且有大山遮挡，避风条件良好，朱家
尖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石
牛港曾经是重要航道之一。

古代商船没有动力，全凭洋流
和风帆前行。朱家尖当地的老渔民
说，古时候从沈家门驶到普陀山，如
果航行在西面的普沈水道（现朱家
尖跨海大桥处），受潮流条件和古代
航海技术限制，有时候潮流、风向不
好，早晨从沈家门出发，天黑才能到
达普陀山，需航行10个小时。而石
牛港内四面环山，潮水平缓，驾驶木
帆船往返沈家门和普陀山，经此水
道相对更快捷。

孙峰介绍，朱家尖在古代并不
是一个岛屿，而是由近10个大小岛
礁经滩涂淤积相连而成。石牛港区
自近代以后，逐渐淤积成浅滩，现在
只剩一条河道。

2006年，朱家尖曾经出土大量
汉代至五代的钱币，出土地点就在
古航道石牛港附近山麓，据考证是
古代商船留下来的。

如今，石牛港古老的航道已经
失去了航行天下的功能。不过石牛
港边的朱家尖机场，未来即将成为
国际机场。对于这座小岛来说，从
古至今与世界的沟通从未中断，只
是换了一种方式。

朱家尖是浙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在
当地有一处重要的海丝遗迹——廉泉。孙峰带
着记者一行多方打听，终于在蜈蚣峙码头边一座
小山的山脚下找到了这处遗迹。

只见一口古井一米见方，井口呈方形，水质
看上去比较清。因为很久没有人取水，井口结了
蛛网，井中可见落叶。距离古井不远处的一块裸
崖上，刻有“廉泉”两字，已添漆成红色。古井旁
有一块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2010年立的石
碑，上刻“‘廉泉’抗倭古井”几个字。

“廉泉和石牛港有重要关联，廉泉就是当时
守卫石牛港的驻军和来往船只取水的地方。”孙
峰介绍，“廉泉”两字镌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
秋，这在定海（今镇海）都司梁文的《饮泉楼记》中
有记载。古井叫“甘井”，始于明万历年间。当
时，石牛港既是重要的商船航道，也是军事要冲，

明朝海盗猖獗，石牛港有重兵把守。
廉泉的来历，还有一个故事。1607年，梁文

奉命来到朱家尖屯兵驻守。当年大旱，浙东几个
月都没有下雨，宁波地区由于在海边，即使掘地数
米挖出地下水，也是味咸不能饮用，人们只能从很
远的山涧挑水，苦不堪言。梁文来到石牛港时，

“山枯水竭”，官兵叫苦连天。梁文设台祭祀山神，
然后绕着山慢慢走，忽然看见山麓有个小窟窿是
湿润的，派人挖下去，果然有一小股泉水涌出。但
泉水不多，兵士觉得喝不爽快，就叫它“廉泉”，意
为很少量的泉水。梁文在找到廉泉后，又在附近
寻找水脉，发现有一处岩石相当湿润，太阳照射下
还能形成水汽，于是派人往下挖，结果挖出了清冽
带甜味的水，取名“甘井”。

当年廉泉边还建有饮泉楼，如今，只见一些
已经倾倒的石驳墙和地基遗迹。

从朱家尖码头坐渡轮去普陀山，船开出几分
钟，就能看到一块很大的形如斗笠的海礁，礁石
上有一个红色形似灯塔的航标。远远望去，这块
礁石犹如出没在大海间的一叶仙舸，这就是新罗
礁。因常有大批海鸥（渔民方言称“缸爿”）栖居
此礁，当地渔民俗称其为“缸爿礁”。

舟山有1390多个岛屿，这样一块东西走向
长约百米、海拔约10米的礁石实在不起眼。但
孙峰告诉记者，这块礁石含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是海丝的重要见证。

古代朝鲜半岛的商人被称为新罗人、高丽
人。唐朝时期，新罗国清海镇大使张保皋，以官
方名义带领船队，经常载着金银、药材、珍兽等货

来中国沿海换取丝绸、瓷器等物。要进明州港
（今宁波），必经普陀山海域。新罗礁西南海面上
有许多干出礁，分布在长约300米的水域中，涨
潮时，礁石西边大部分会被海水淹没，过往船舶
一不留意就会触礁。因为途经这里的新罗船时
有触礁事件发生，时间一长，“新罗礁”的名字就
产生了。

孙峰介绍，新罗礁命名的背后，是中国和新罗
繁华的贸易文化交流史。朝鲜半岛“统一的新罗时
期”（676年-935年），中国和新罗关系密切，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频繁，当时有很多新罗船往
返于中、日、韩和南亚地区，经营海上贸易。据史
料记载，那一时期中国19个府都有新罗人居住。

从朱家尖坐轮渡到普陀山，只要短短10分
钟。普陀山至今仍有不少海丝遗迹，高丽道头就
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孙峰带着记者一行，来到普陀山观音洞山脚
下，指着依山而建的路告诉记者，据多方考证，这
条路下面就是高丽道头的遗迹。古代这里附近
是一个大海湾，称梅湾。从唐宋以来，湾内停泊
过许多国家的船舶，成为“东亚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的中转港口。

自唐宋至元，普陀山的主要埠头就是位于观
音古洞山脚下的高丽道头，这曾是一处“万国梯
航”的重要港口。孙峰告诉记者，高丽道头的名
称记载于宋代史书，道头，是浙闽海商对古代埠

头的一种称呼，高丽道头是史料记载最早的道头
名称之一。据南宋乾道《四明图经》所载：“高
丽、日本、新罗、渤海诸国，皆由此取道。”

出海前，高丽商人的船也会停泊在这个海
湾，然后上岸去宝陀寺（今普济寺）拜菩萨，保佑
航行平安。

清朝宣统年间，因为修建海塘，高丽道头被埋
在塘基之下，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2002年，
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王连胜研究员经多方考证，
发现了高丽道头的遗迹。韩国学术界对此非常重
视，已有多批韩国学者和电视台来研究探访，当时
韩国方面还提出，希望由他们捐资在遗址上建立纪
念碑亭，纪念这段历史。 记者 孙美星 杨静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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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牛港：
曾是宁波去日本商船
南线途经的主要航道

廉泉和甘井：曾是重要的海防遗迹

新罗礁：因时有新罗船在此触礁而得名

高丽道头：曾是一处“万国梯航”的重要港口

舟山群岛的
海丝遗迹
还有很多

石牛港、新罗礁、高丽道头、廉泉甘井……

众多遗存展现舟山海丝之路的繁华

记者寻访廉泉和古井。记者 崔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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