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视点责编/楼世宇 董富勇 朱忠诚

审读/刘云祥 美编/雷林燕

A02、03
2022年5月18日 星期三

擦亮宁波宋韵文化名片

宋代是中国文化的高峰，代表性的物质
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很丰富。

南宋，因为国土面积的缩小，经济繁荣更
大程度上依赖外贸进出口。宁波作为最靠近
都城的港口城市，地位的提升，也带来了科
技、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繁荣发展。“如教育
方面，北宋时有王安石与庆历五先生，南宋时
有淳熙四君子，无论是官办学校还是私家书
院，发展都很迅猛。这些都建立在经济基础
之上。”

林国聪认为，从考古角度看，宋韵在宁波
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放眼天下、面向全球、敢
为人先、开放包容的城市特质，“这种特质仍
在今天的宁波人中流淌，深埋于我们的血液
基因中。”

去年省委文化工作会议强调，宋韵文化
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
识，要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对此，林国
聪认为，同样说宋韵，不同城市各有其特色。
宁波的宋韵可以归纳为“甬派”宋韵，传承时，
需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特征、精华加以梳理
和弘扬，“要紧扣当代，使之得以传承。”

从物质遗产角度看，今天来说，和义路一
带依然是市中心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段，古今
同理。“可以把掩埋在地下的遗迹保护下来，
把留存在书籍里的内容挖掘出来，将宋代发
生的人和事，进行活化展现。”包括月湖十洲、
东钱湖南宋石刻，如何将背后的人文艺术含
义加以提升解读，考验当代人的智慧。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说，南宋宁波涌
现的爱国故事，抗击外来入侵、保卫地方发展
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重大历史事
件，也可以进行活化传承，“途径方法有多种，
比如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研学游就可以是其
中一种。”林国聪说。 记者 顾嘉懿

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林国聪从考古角度

解读宋韵在宁波最耀眼的特征

◀天封塔地宫出土文物。资料图

自1959年宁波开展城市考古
工作以来，发掘过不少宋代遗址。
从考古与文物角度看，宁波的宋代
文化有哪些类型和特征？在“5·18
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宁波市
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林国
聪做客“甬上热点说”，带来他眼中
的“甬派”宋韵主题分享。

沿三江口西岸
分布的宋代港区

宋代，包括宁绍地区在内的整个
东南地区得到较快发展。尤其是在南
宋，宁波成为京畿要地，城市地位大大
提升，社会经济、文化全面繁荣。

“宋韵在宁波，一个特别耀眼的特
点就是国际化、多元化。现在的宁波
舟山港有‘世界第一大港’之称，追溯
它的历史逻辑，早在宋时，宁波便是放
眼世界、面向全球的国际化港口。这
一点在考古遗存中，体现得尤为生
动。”林国聪说。

宁波发现的港区遗存集中在三江
口一带。“和义路、江厦街地处明州城
东门外，靠近三江汇流的位置都是宋
时的港口、港区。”

港区的代表性遗存是码头。
1979年，考古人在江厦街西侧发现海
运码头，“而且一发现就是三个，有北
宋早期和中晚期的，还有南宋早期
的。”据林国聪介绍，后来，在现在的钱
业会馆、和义大道中间，又发现了南宋
渔浦门码头。“这些考古发现实证了和
义路、江厦街一带是当时宁波港区最
主要、最核心的地方。”

高度发达的造船业
为国际化港口提供技术支撑

有码头便有船。宋代的宁波，造船业
之发达，堪称全国翘楚。

北宋时，朝廷出使高丽，宋神宗、宋徽
宗都曾安排宁波建造官船，并从明州始
发，规模盛大的船队引来高丽人“惊呼”。

“和义路、江厦街一带，也是昔日明州
造船厂所在地，发现过好几艘宋代沉船。”
林国聪介绍，1979年，当时的交邮工地曾
发现过一艘北宋外海船。“这艘船有几个
很重要的特点：一、有隔舱板将船舱隔开，
既方便装货物，更重要的是，如果船破了
洞漏水，也只会是一个舱进水而不是整船
进水，有效提高了船只的抗沉性；二、船体
吃水位下侧安装有舭龙骨，这个构造有助
于维持船体平衡，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维
持稳定性。”

抗沉性决定了一艘船能走多远。林
国聪表示，高度发达的明州造船业，为宋
代宁波作为国际化港口提供了重要的技
术支撑。

“2003年，在如今的万豪酒店门
口，还发现过一艘南宋沉船，是外
海和内河之间的接驳船。”林国聪
表示，“这两条船的发现很有代
表性，其中一条驶向大洋、走向
世界，另一条驶入港区、通往内
河，代表了宁波河海联运的两
个面向。”

想象当年，世界各地的船只、
货物、人员汇集明州港，三江口沿岸，
人流、物流、资金流高度密集，其活跃程度
和迸发出来的活力，在东亚乃至全世界也
属难得。

市舶司、仓库、灯塔……
宋代明州港“配套设施”完善

宋代管理港务的行政机构叫市舶司，
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是海洋贸易的管理机
构。

考古发现宁波的市舶司位置在东渡
路原颐高数码广场一带，“靠这一侧的东
边还曾在城墙上破了一道门，市舶务门
（也叫来安门）专为该机构服务。”

1979年发掘的宋代石砌海运码头遗址。资料图

2003年南宋沉船出土现场。资料图

林国聪做客“甬上热点说”。
视频截图

从市舶司出去，有一条路直通江边，江边
有亭，叫来远亭，“相当于海关发签证的地
方。”林国聪解释，“船只不远万里来到明州港
靠岸，首先有验官，看你的签证、公凭，对人
员、货物进行核验。核验过了，交完该交的
税，就可以自由进出。如果货物想临时寄存，
可以放到市舶司的市舶库。”

宋代的明州之所以成为东亚地区的中心
港、世界的枢纽港，这一套完善管理体制建设
不可或缺。除此之外，明州城里还有些“基础
设施”，如航行需要航标灯塔，明州城一个最
大的航标就在城内，即天封塔。

天封塔有七明七暗14层，高50多米。从
建成到改革开放前后1000多年里，一直是
宁波的第一高度。“当时，天晴的夜里，可能
在镇海口就能望见明州城天封塔的灯光。

天封塔也叫明州塔，它就是一盏指明灯，
为往来行旅指引明州城的方向。”林国聪
形容说。

上世纪80年代，考古人对天封塔
地宫进行抢救发掘，发现一个石函，不
大，内含瓷器、金银器、佛造像、水晶珠、玻

璃瓶等54个种类的140多件文物。铭
文内容显示，该地宫封存于南宋，与

绍兴甲子年（1144）天封塔的重建
时间正相吻合。“来自世界各
地、具有浓厚异域风情的器
物存放在南宋地宫里，也
符合宁波作为国际化港口
城市在宋代的特质。”林国
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