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遗产文化遗产 2021年 7月 26日 星期一1616

泉州港是古代中国人的航海遗产，是中华民族拥抱蔚

蓝色海洋文明的历史见证。

2021 年 7 月 16 日，备受关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福州开幕。在众多项目中，中国

的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016 年，国家文物局启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程，泉州

作为牵头城市，启动多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18 年，泉州

以“古泉州（刺桐）史迹”项目申报世界遗产，经第 42 届世界

遗产大会审议，需补充材料。

经过更精细的考古发掘，以及对遗产价值的重新阐释、

对申报项目的认真调整，此次申报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

界海洋商贸中心”主题更加鲜明，价值阐述更加清晰完整，

遗产点从原来的 16 处增加到 22 处，更加丰富，得到专业人

士充分的认可。

7 月 25 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 项 世 界 遗 产 具 有 怎 样 突 出 的 价

值呢？

开拓海洋、“梯航万国”的先行者

就地理位置而言，泉州具有得天独厚的航海条件：陆终

于斯，海生于斯；季风吹拂，物产丰饶。正因如此，泉州人遣

舶祈风向海而生，成为古代中国开拓海洋、“梯航万国”的先

行者。元祐二年（1087 年）北宋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泉州港

的航海图卷由此展开，磅礴发展乃至成为世界海港城市的

杰出代表，在世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就城市规划与布局形态而言，泉州古城堪称海港城市

的样板：港口选址于河海交汇之处，既得交通之便利又可避

台风之侵扰；城市沿河而建，码头、街铺、市场、仓储依次分

布；衙门、官舍、民居、番坊相间错落。不仅如此，泉州城还

依托晋江水系和发达的陆路交通体系，形成了支撑港口贸

易发展的经济生态系统：瓷窑、茶园沿河而建，冶铁、纺织密

集发展；城内有能工巧匠开设的手工业作坊，城外则成为商

贾云集、番坊密布的市场贸易区。泉州城内外，金、银、铜、

铁、锡器的加工一应俱全，乃至有“打铁街”“打锡街”之名沿

用至今，“打铁街”一名甚至被泉州人带到了遥远的马六甲

古城。

泉州作为古代中国航海文明的遗产地，全赖其独特的

地理环境、充满活力的经济生态系统和融入泉州人血液的

航海基因，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古代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和

精神追求。

历史上，由泉州港联袂出海的商船，航程远及于暹罗

湾、爪哇海、马六甲海峡乃至印度洋、波斯湾海域，创造了灿

烂农耕文明的中国人，在看似遥不可及的远洋绝域留下了

美丽的帆影。

“市场上有堆积如山的香料、宝石、名贵木材、金银饰品

等，即便地中海世界的香料中心亚历山大港，其香料贸易量

尚不及泉州港的十分之一。”这是马可·波罗笔下的泉州港。

除了马可·波罗，还有另外两位可以比肩马可·波罗的

大旅行家——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和中国的汪大渊，他们

远涉重洋完成了从波斯湾到泉州的远航，汪大渊还往返航

行了两次。两人分别留下了古典航海时代的不朽之作——

《异 境 奇 观》（中 译 本 作《伊 本·白 图 泰 游 记》）与《岛 夷 志

略》。被誉为“东方航海传奇”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
年），也在泉州留下了历史印记：在泉州灵山，至今屹立着

“郑和行香碑”，记述了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浩

浩荡荡开往波斯湾的史实。

海纳百川文明荟萃的神奇之地

泉州港连接着中国与世界，承载了人类古典航海的历

史记忆，也是“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具有全球

代表性的海洋文化遗产。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

古迹遗址理事会在评估中认为，泉州古港具有成为世界遗

产所必需的“对全人类具有突出价值”。

在这座被刺桐树掩映的美丽海港，曾经接纳了来自东南

亚、波斯、阿拉伯、印度、锡兰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使者、商贩

等。崇拜海神妈祖的“天后宫”、佛教的开元寺、伊斯兰教的

清净寺、印度教的“番佛寺”，还有源出波斯的摩尼寺、发端于

叙利亚的景教寺以及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堂，都曾耸立

在刺桐城的天际之下，堪称天然的世界宗教博物馆。

不同肤色、信仰和语言的族群，在泉州城内可以和谐共

处，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富有文化多样性的城市遗产景观。

泉州之于海上丝绸之路，犹如敦煌之于陆上丝绸之路，

叙述着人类美好交往的传说。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古代海

港，除了中国的泉州、广州、宁波、扬州和登州港之外，国外

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古港口，现在大多已经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或候选名单。在这些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中，泉州

独具东方神韵，是集茶香古道、千年瓷都和丝绸之国于一体

的东方大港，是海纳百川、文明荟萃的神奇之地。

复原古代海洋贸易的画卷

泉州是一座被后来者发现、被考古人“发掘”出来的世

界遗产。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学者顾颉刚、张星烺、陈万里等学

者踏访泉州古城，掀开了研究泉州的序幕。1957 年，在夏鼐

等考古学家的建议下，泉州人吴文良根据自己的收集，整理

出版了《泉州宗教石刻》，泉州在海外交通史上的重要价值

开始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千年前那个有着世界影响的港口城市是多种要素合力

的结果，比如政策保障、国家支持、社群活力、科技与人文的

涵养等。这一切都需要在现在这座古今叠压的城市格局中

去寻找、去拼图。

北宋时期在泉州设立的市舶司，是文献可确考、具有标

志性意义的早期海关机构，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

对外贸易口岸。其遗址现在已经被考古学家发现并确认。

避居泉州并曾积极参与海洋贸易的南宋皇族——南外

宗正司，其衙署遗址也已经得到考古发掘证实。

特别要提及的是，曾经“瓷行天下”的德化窑、磁灶窑遗

址经过考古发掘有很多的新发现，相关窑址持续时间长、文

物标本齐备、技术链条清晰，是研究外销瓷的重要参考，已

经得到妥善保护；它们连同新近发掘的安溪下草铺冶铁遗

址等生产性设施，让泉州及其腹地的经济生态系统得到了

生动展示。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专家的辛勤汗水，让千年

古港的历史风貌得以清晰呈现。

作为海洋文明的窗口，泉州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影响力

还可以从无数沉船的水下考古中得到生动展示。

1973 年发现的泉州后渚沉船，年代约 1277 年，是我国迄

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海船（福船类型）之一。后渚古船的流线

型船型设计和水密隔舱结构代表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杰

出成就。水密隔舱技术是中国对世界航海的重大贡献。船

舱中以横隔板分隔开，形成彼此独立且不透水的各个舱位，

不仅增加了船体的强度，而且即使某一舱位触礁进水也不

危及其他舱位，只要对破损进水的舱体进行修复与堵漏就

可使船只继续航行，极大地提高了安全性。

这艘海船显然是满载而归，从其出水船货，仅香料一

项，即可看出当年泉州港海洋贸易之繁盛：乳香、沉香、檀

香、苏木、胡椒、龙涎香……香料之路上的产品应有尽有，完

美展示了一张古代海洋贸易网络的历史画卷。

1987 年发现的“南海一号”宋代沉船，被国际学术界公

认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水下考古成果。这是一条从泉州

港起航，计划前往东南亚乃至印度洋，却不幸沉没于广东川

岛海域的一艘远洋商船，其船体保存之完好、贸易物品之丰

富，令人叹为观止！船上满载着从泉州上船的货物：陶瓷、

铁器、丝绸、漆器、锡器、金银首饰、银锭钱币等等。有的船

货上还写明了货主的姓氏，如陈、林、黄、李等，均属世居泉

州的海商家族。《萍洲可谈》等文献所描述的商人在海船上

瓜分空间、分占储物，“下以贮物，夜卧其上”的情形，恍若历

历在目。

泉州是无数经典文本中予以赞美的“光明之城”，是以

Zaitun（Zayton，刺桐）而闻名于世的东方大港。今天，我们

依然可以想象这样的画面：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的大小

海船汇集在港口，期待着“风色既顺，一日千里”的远行；又

或者，满载而归的航船刚刚靠岸入港，迎接它们的是无数新

的梦想……

（作者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

古代中国航海文明的见证者
姜 波

图①：连接海港与内陆的洛阳桥。

图②：始建于南宋的德济门遗址。

图③：始建于北宋的清净寺。

图④：荟萃多元文化的开元寺及双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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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以来，中国平均

每两天新增一座博物馆，平均

每 25 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截

至 2020 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

总数达 5788 家。近日，多部委

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博物馆

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明确了到 2035 年我

国将基本建成世界博物馆强国

的目标，并从优化博物馆体系

布局、夯实博物馆发展基础、释

放博物馆发展活力以及优化博

物馆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了

一系列政策举措，其中，重点提

到智慧博物馆建设。

实 际 上 ，智 慧 地 球 、智 慧

城市、智慧街区等概念层出不

穷。博物馆智慧化建设，是博

物 馆 自 身 在 世 界 智 慧 化 浪 潮

中 与 时 俱 进 的 主 动 选 择 。 中

国在实行博物馆免费开放后，

于 2014 年就在多家博物馆开

展 了“ 智 慧 博 物 馆 建 设 试

点”。“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也有类似提法，

《意见》的发布，可看作是规划

的具体延伸。

智 慧 博 物 馆 建 设 所 聚 焦

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5G 等 众 多 领 域 ，并 非 为 博 物

馆专门打造。也就是说，这些

新技术并不会天然地为博物馆

带来全新的变化，某种程度上，

它甚至与博物馆的传统工作模

式大相径庭，因而需要我们找

到对接的恰当路径，才能大放

异 彩 。 智 慧 保 护 、智 慧 管 理 、

智 慧 服 务 就 是 目 前 我 们 找 到

的切入点。

从文物保护角度来看，运

用相对成熟的新技术对文物进

行保护，已经是业内共识。智

慧保护代表着新技术在文物保

护领域的最新应用。通过智慧

保护，不仅能够建立环境监测

与调控系统对文物进行预防性

保护，建立文物修复管理系统、

提 升 文 物 修 复 能 力 ，还 能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实 现 文 物 的“ 永

生”。正所谓“绢寿八百、纸寿千年”，无论保护水平如何高

超，都无法扭转这一必然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采用最新

技术对文物进行数字化保护，尽可能完整、真实、准确地复

制现存的文物，把文物本体承载的所有信息精准复制下来，

从而使它的信息和价值能够传承下去，即可变相实现文物

的“永生永存”。可以说，对文物进行智慧保护，不仅仅是博

物馆的发展趋势，更是文物保护的必然要求。

博物馆智慧管理主要分为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两大板

块。外部管理主要围绕观众及其活动展开，通过对观众信

息、行为等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利用，优化博物馆运营方式，

同时为观众提供更加高质量的服务。内部管理包含的藏品

资源管理、财产资源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业务，其涉及的

技术和架构与社会其他行业联系最为密切、发展最为成熟，

并一定程度上已经在某些行业中得到了验证与实践。特别

是在我国电子商务十分繁荣的情况下，物流、仓储行业的智

慧化程度很高，且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这无疑为博物馆

内部管理的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和技术支撑。

智慧博物馆通过虚拟现实、数字展示、体感互动、智慧

导览等技术，为展厅中的观众提供全方位、沉浸式的高质量

体验；通过举办配套的“云展览”为非现场观众提供服务，打

破博物馆服务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建立文物知识图谱

与知识平台，提升博物馆教育质量，打造可参与、可互动、可

分享的高质量博物馆，使得文物真正“活起来”。新技术除

了在展厅中为观众带来全新体验外，还可为老年人、残障人

士等群体提供良好体验。智慧服务的潜力大，也需要用心

用功对待。

智慧博物馆建设对接的是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

博物馆的智慧化建设带来的是与社区合作的可能性，是虚

拟展览进入城市公共空间的更多方式，是全天候、全方位、

永不落幕的奇妙探索，这也是其关键科学技术将纳入各类

国家科技计划予以重点支持的原因。

博物馆的定义、功能、形态不断发生变化，智慧博物馆

建设将为博物馆注入新的活力，沉寂在角落的文物将会被

善于发现的眼睛点亮，“千馆一面”的现象将得到极大的改

善。当然，无论博物馆如何“智慧”，其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

的使命不会改变，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才是博物馆建设的

永恒基石。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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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博物馆如何“智慧”，其保护
和传承人类文明的使命不会改变，我
们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才是博物馆建
设的永恒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