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期：《沈阳——留住记忆：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的保护与传

承》 

 

2017 年 10 月 16 日晚，中央美术学院第二届“文化遗产学术周”：“海上丝

绸之路的遗产与记忆”系列学术讲座第四讲在 14号楼 A306教室举办。此次讲座

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研究员沈阳主讲，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文化遗产系系主任、副教授陈捷主持，题目为“留住记忆：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的

保护与传承”。 

2016 年初，“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申遗工作开始，前期研究工作需要

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因为对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无论对国际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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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都是比较新的课题，而研究工作的重点在于“海丝”遗产价值的发掘。 

 

图 28 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与香料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 

“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提出于上世纪 60 年代，但是，目前为止并未形成

像陆上丝绸之路一样的系统理论性研究，国际社会对于“海丝”有不同理解，需

要从中国的角度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全面分析。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要有基于国

际视野的全面理解，回答中国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中

国史迹”申遗项目的基本工作原则包括：发掘“海丝”遗产的价值；遗产价值与

文物价值的区别；重新发现和认识遗产要素的价值；“海丝”构架下的价值认识。 

海上丝绸之路涵盖了古代世界的所有海域，西至北非和南欧的地中海沿岸，

东至东北亚的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包括了地中海区域、阿拉伯半岛、东非、南亚

次大陆、中南半岛、中国以及日本和朝鲜半岛。对“海丝”的概念空间进行梳理，

可知若干个组合关系构成海上丝绸之路的整体。“海丝”是以海洋为纽带的结合

体，中国在其中并不是最活跃的段落，最活跃的段落是从南海到印度洋一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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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贸易最集中和繁华的地区。根据区域关系，我们将“海丝”划分为六大板块，

板块之间以重要港口城市为节即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地中海和东非，而

中国属于东亚板块，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海丝”的时间跨度则以航海技术

界定，分为四个阶段：肇始于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熟于隋唐五代，宋元

时期达到繁盛，明清之后继续发展。 

 

图 29 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跨度 

 

图 30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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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部分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是海上丝绸之路

东段的重要环节，既向南，又向东，虽然日本处于东亚板块最东端，但其贸易活

动与中国密切相关。第二，中国是高档商品的制造和输出者。虽为“丝绸之路”，

但海上贸易中发现最多的陶瓷，所以上世纪 60 年代也有日本学者提出“陶瓷之

路”的说法。中国陶瓷出现在许多西方国家的博物馆和皇宫，说明瓷器在当时被

视为奢侈品，只有富人能够享用。当然也有丝绸，但是海上贸易中的丝绸遗物难

以保存，目前在“海丝”遗存中尚未确实发现。第三，中国是海外货物的消费者。

海外货物大量进入中国，包括香料，如：沉香、花椒、胡椒，最早这些香料最初

被作为高档药物使用，后来普及。还有西亚的玻璃和琉璃制品。把香料运到中国，

再把陶瓷带回，曾是古代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第四，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海外文化的吸收者，是贸易活动的附产品。海外贸易当中最活跃的是西域人和阿

拉伯人，由于航海技术限制，古代中国人一般只能到达东南亚，因此，能到达西

方的中国人很少，需要和其他海域的航海人协作，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导致伊

斯兰教、天主教、拜火教等外来文化的进入，中国的妈祖信仰也经由这一过程传

至海外。相比之下，外来文化的输入更多一些。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 

2016 年“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申遗的重点区域有广东省的广州、江

门；福建省的泉州、漳州、德化、莆田；浙江省的宁波、龙泉和江苏省的南京。

其中，重点城市为广州、泉州、宁波和南京。据历史文献，广州是最早开展海洋

贸易的中国城市，从汉代到现代，两千多年海洋贸易史从未中止，即使明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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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 

广州附近的江门台山上川岛，是葡萄牙航海活动进入中国的一个节点，我们

将其界定为贸易岛，葡萄牙人与中国人在上川岛进行商品交换，考古发现附近海

域有大量瓷器碎片。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两次

登岛，希望进入广州未成，最终病逝于此。“南海一号”沉船地点距离上川岛不

远，整体打捞至阳江之后，导致江门遗产点的价值有所下降，只能称为“关联点”。

泉州的海洋贸易主要在唐宋元时代，至今保留了大量与海洋文化有关的遗存，其

中对外贸易的大宗物品主要是德化窑和漳州窑瓷器。发源于莆田的妈祖信仰也随

着贸易传播至东南亚等地。宁波遗产点比较特殊，交流主要面向东方各国，与日

本、朝鲜之间的文化传播和贸易关系非常密切。附近还有主要出产青瓷的上林湖

越窑遗址和龙泉窑遗址，青瓷是古代贸易的大宗货物，在海外很多沉船遗址均有

发现。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起点，前面几个遗产点，官方只是管理者，交流主要

是民间活动，而郑和下西洋属于官方行为。因此，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等重

点区域基本表现“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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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类型构成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具有丰富的遗产价值，概括为：交流、见证、

联系，与世界文化遗产的六个标准直接相关。首先，见证了风帆航行时期的海外

贸易，伊斯兰教、佛教和妈祖信仰等宗教的传播，以瓷器为代表的生产工艺沿海

路传播与交流的历史，是古代人类价值跨海交流的典范。其次，以丰富的遗存类

型，见证了人类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悠久的风帆航行与贸易，以及相关的祭祀

与信仰传统。第三，与郑和下西洋、伊斯兰教先贤来华等中外交通史重大事件直

接联系，一些重大祭祀和节庆传统流传至今，对世界各国的和平交往做出积极贡

献。 

在选择“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遗产点时，要考虑体现中国“海丝”遗

产的特点，主要有：物产、贸易运输和关联产物。物产，主要考虑原产地、生产

设施和生活设施，因为有生产就会有人类活动；贸易运输，相关设施有码头、航

标等体现航道存在的载体。海上丝绸之路界定的最大问题在于，由于技术问题，

早期船只大多沿着海岸航行，沿线有众多停靠点，技术改进之后，仍然依赖港口

——虽然港口显而易见，但航线难以确定，只能以沉船遗址连接主要航线。 

 “物产”包括：陶瓷的原料产地、窑址和窑神庙等，以及丝绸和金银物品

的加工地等。“贸易运输”包括由“驿道—河—江—海”组成的运输线，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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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的贸易形式，当时的社会分工很明确——生产、采买、交易、运输：商

人到地方采买，通过驿道运送至大河上船，再至入海口，货物在海边聚集到一定

数量后，等待季风，集中成船队运输。由于要靠季风航行，所以一次海洋贸易的

周期大概为一年。海洋贸易运输的形式决定了遗产点具有自己的特征：码头看上

去很不起眼，难以和“海丝”相联系，实际上只是停靠一般船只的普通港口，因

为大船无法靠岸，只能依赖小船与码头进行联系。其他辅助设施有造船厂、码头、

航标性设施、标志点等。“关联产物”包括伴随海洋贸易而传播的宗教和文化，

其中比较特殊的是泉州锡兰后裔遗存，其故居与闽南民居相同，但锡兰人后裔的

墓地具有斯里兰卡特色，而且有明确文字记载。 

综上，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特点：超大规模、线型、活

态；遗存类型丰富、保存现状各异；保护称号多种多样；利益相关者众多、诉求

多样化；管理机构众多、管辖范围交叉。 

 

图 33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生产设施类遗存：码头与航标 

在遗产保护领域，经常会提到“真实性”和“完整性”，界定“海上丝绸之

路·中国史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一个难题。《奈良文件》提出“不可能产生

固定标准的价值和真实性评估的基础……在每一种文化中，必须依照其遗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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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本质和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真实加以认定”——为解决这一难题，我们提

供了一个思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类型基本完备：各片区有代表性

遗产点，重要节点都在遗产区内，能够支撑主要历史阶段的格局和特点；各组成

部分有实质性的（功能上）的联系，对突出普遍价值有实质性、科学的、可清晰

界定和辨识的贡献。 

中国的“海丝”遗存有特点也有缺点，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体系欠缺。

“海丝”并不是一个很系统很完整的体系，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补充；第二，改变

明显。前面提到“海丝”具有活态的特点，一直在延续，后代不断地在使用，随

着需求的增加，会增加新的功能，比如很多码头都变成了现代港口，致使老码头

保存现状极差，很多遗产点被破坏；第三，缺少震撼力。我们了解陆上丝绸之路

遗存，比如：莫高窟、交河故城、高昌古城等，即使是遗址，保留下来的东西也

很多，十分令人震撼。但“海丝”保留下来的东西十分有限，遗产点不吸引人，

遗产的文化价值和遗产价值就会受到影响。 

复杂的遗产、复杂的保护 

对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保护与传承主要分为两部分：一，坚持

整体保护策略：各类遗产点共同构成遗产体系，不可分割；将已确认的遗产点列

入保护对象，但不局限于传统的文物保护单位模式。二，建立实事求是的管理框

架：充分考虑在用功能和活态遗产特性，正视现代海洋生产和运输的现实需求；

通过城市联盟会议制度实现“海丝”的整体协调管理，各遗产片区在不改变现状

管理格局的条件下，理顺管理机制和机构。 

申遗工作开始之时，均为生产、运输、贸易相关的设施，遗产点中没有聚落，

但缺乏人类生活相关的类型。知道我们发现了泉州土坑村，村落历史风貌完整，

土坑刘氏家族自明朝开始从事海洋贸易，有家谱和文献记载——作为居住区域，

如何与海洋贸易有关系，要找到与海洋贸易有直接关联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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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产物类遗存：土坑村 

应进一步突破遗产价值，以泉州石狮的石湖码头为例：在退潮时发现了真正

的码头遗迹——大礁石，还有人工开凿的栈桥——通过清理遗产点，遗产价值得

以显现。因此，面对一个对象，首先应对其进行识别，并进行一些相对简单的清

理，尽可能多的保留遗产点原貌。 

此外，还要适度保护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在泉州南安，一位当地居民曾为保

护九日山石刻，三次搬迁，为文物保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所以我们充分

考虑他的诉求，并请他在遗产保护过程中讲好自己的故事，让大家认可。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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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产物类遗存：九日山摩崖石刻 

未来的工作 

由于某种原因，“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并没有成为 2018年的申遗项目，

取而代之的是包含其中半数遗产点的“古泉州（刺桐）史迹”，虽然中国“海丝”

的重要节点城市泉州单独申遗打破“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遗产构成体系，

削弱“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突出普遍价值价值。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

的深化研究，去填补因此造成的缺憾。 

关于“海丝”申遗，未来工作主要有：首先，扩大“海丝”遗产的价值，将

山东蓬莱到广西合浦的整个东南海岸线基本纳入；增加广西合浦汉墓等新文物类

型和遗产点。其次，构建面向世界的“海丝”，加强国际范围的合作研究与交流，

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在交流环节中，沈阳老师与在座师生针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气氛热烈的互动： 

问题一：被淹没的文物如何保护和展示？ 

石湖码头栈道由花岗岩建成，总体来讲，抵抗自然侵害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其本身属于天然礁石，随着涨潮和落潮而出现，这样的自然形态对文物本体不会

有很明显的损害。而且石湖码头尚在使用当中，从古至今已存在很长时间，目前

为止还保存得很好，所以不存在很大问题。相对而言，上川岛大州湾陶瓷碎片堆

积的保护显得比较麻烦，每涨潮一次就会被冲刷掉一些，所以对此的保护属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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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项目。总之，不同对象要采取不同的保护对策。 

 

图 36 石湖码头栈道 

问题二：“海丝”与“一带一路”之间的关系？ 

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一带一路”是中国找寻的一条出路，通过贸易经

济带的概念来寻求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没有系统和完整的理论，文物保护领

域要用历史为国家政治做支撑，用条线把散落的遗产点串起来。遗产强调关联，

强调文化之间的联系，“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是作为文化遗产类型？还是

作为文化景观类型？尚待继续研究。总之，“海上丝绸之路”为“一带一路”所

提倡的国家之间平等发展提供了一定支持。 

问题三：由于“海丝”本身的国际性，有没有可能由中国和其他国家联合申

遗？ 

中国有这种意愿，但是实施起来比较困难。“海丝”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名

称，比如：古代印度和阿拉伯地区曾大量输出香料，所以要搞“香料之路”。针

对这一问题我们提出了“板块”的概念，就是希望架构一个整体的海上丝绸之路，

然后分解成若干段落，每一段落相关各国可以独自申遗，最后形成完整的“海上

丝绸之路”。 

从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到“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和“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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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刺桐）史迹”申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边疆和海外

交通为切入点，延伸至宗教、艺术、科技、建筑、文物等领域，而且通过对众多

遗产点的梳理和保护，搭建起基于遗产保护层面的“海丝”图景。纷繁复杂的工

作使日渐模糊的“海丝”叙事和遗迹正在逐渐清晰可辨，最终达到“留住记忆”

的目的，助力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民族复兴。 

 

中
国
文
化
遗
产
研
究
院
  
仅
供
学
习
参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