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的另外一项讨论唐代明州（宁波的古城）的行
政、政治和经济中心具体位置的研究也被国际期刊
《唐学》（Tang Studies）接收。结合《乾道四明图经》、
《宝庆四明志》等文献和考古证据，他对现在广泛认同
的“小溪”理论提出质疑，认为三江口是浙东自东晋末
年以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在贺龙飞看来，正如很多人知道景德镇的瓷器，但
鲜有人知道宁波也曾是瓷器的重要生产地一样，他希
望通过回溯历史，让宁波的历史历久弥新，在新的时
代舞台和国际舞台焕发新生。

“宁波本土文化遗产的可塑性是很多当地人都想
象不到的。我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非常希望我的研
究能帮助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丰富，比如向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申请有关世界遗产；我也想为宁波规划区域发
展、打造城市品牌和提升国际形象提供建设性意见，
比如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和城市形象标识等。”

贺龙飞说，他在大量阅读本地学者的著作时，发现
一位笔名为“水银”的作者，随后他通过学校的网络找
到这位作者，本名楼稼平。二人一见如故，楼稼平提出

“甬学”概念。随后，两人联合二十余位中外学者共同
打造宁诺甬学研究中心。中心将于下周正式启动，并
作为宁波诺丁汉大学亚太研究所的一个重要分支，从
事与本土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

“我渴望与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合作，互相学习与支
持，有更多的科研发现和国际影响。”贺龙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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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欢中国龙
的图腾，希望自己
在中国也能像龙一
样腾飞，所以他给
自己取名贺龙飞；
他研究地方志，写
的论文 《宁波与海
上丝绸之路：中国
陶瓷生产和出口研
究 （公元800-1200
年）》 即将发表，
有望填补宁波唐宋
历史和海上丝绸之
路在国际史学舞台
上的研究空白；他
联合二十余位中外
学者打造宁诺甬学
研究中心，中心将
于下周正式启动，
他希望能通过与优
秀学者、博物馆的
合作，让甬学走出
宁波，走向世界。

他是宁波诺丁
汉大学国际传播学
助 理 教 授 Thomas
Hirzel。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毛思逸 苏钧天

联合二十余位学者建甬学研究中心

外籍学者痴迷甬学：
想在国际史学上
给宁波补上一笔

贺龙飞出生于德国南方，本科就读于欧洲的图宾根
大学。中国的历史文化让他为之深深着迷，博士毕业后，
他来到中国，近距离研究中国文化。

2014年，他来到宁诺担任德语教师，后兼任中文
老师。与此同时，他不断给自己“充电”，利用课余时间
取得宁诺英汉翻译专业的硕士学位。

贺龙飞擅长原始文献分析，能熟练阅读晦涩难懂
的文言文，还研究过清朝的奏折和提本。目前，他的研
究领域集中在海上丝绸之路与宁波，主要采用原始文
献和考古证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你知道吗，在全国现存地方志中，编撰于宋代不到
30部，其中3部来自宁波；元代存留的11部中更有2部与
宁波有关。”他表示，研究宁波有一个其他地区都不具备的
幸运条件：自宋以来，其历史的早期原始文献至今尚存。

在他最新完成的《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陶瓷
生产和出口研究（公元 800-1200 年）》论文中，他通过
解析越窑青瓷的生产贸易史和商品链，试图还原海上
古丝绸之路的历史风貌，将宁波经济史置于世界经济
与商品市场大背景之中。

他提出，五代至宋初时期，宁波曾是全国最大最先进
的青瓷产地。宁波上林湖地区有着多达200座大型复合式
制瓷坊，青瓷制作的地域范围包括从宁波港口向内陆约
60公里，产量与技术皆登峰造极，大量产品经宁波港由海
上丝路运至高丽、日本，销往世界，甚至到达非洲东海岸。

“现存的上林湖地区发掘的窑炉遗址、伊拉克出土
的青瓷碎片和印度尼西亚的勿里洞岛沉船等考古线
索，也侧面印证了我的发现。”贺龙飞在文中还对文献
记载缺失时段的贸易史进行补充，并深入分析青瓷商
品链带来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

深入分析青瓷商品链
带来的社会影响

联合二十余位
中外学者
建甬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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