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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届世界遗产大
会7月31日在福建省福州
市落幕，作为本届世界
遗产大会的重头戏，中
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
海洋商贸中心”通过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
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
议，成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令中国世界
遗产总数升至56项。泉
州作为宋元中国杰出的
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窗
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节点以及世界海洋贸
易的中心港口，遗产项
目获得世界遗产地位。
相较于其他中华文明，
是否意味中国海洋文明
同 样 具 有 特 殊 重 要 地
位？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副理事长、南方海洋
实验室海洋考古团队首
席科学家詹长法近日在
接受中新社“东西问”
独家专访时表示，2018
年 泉 州 “ 古 刺 桐 ” 文
化遗址项目曾经参加申
遗，今年“泉州：宋元
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在世界遗产大会上
再度申遗，不仅项目名
称 有 所 变 化 ， 而 且 申

遗遗产点从16处增加到
22处，新纳入了包括冶
铁、陶瓷和管理海外贸
易的机构市舶司等6处考
古遗址遗迹。此次成功
申遗说明泉州作为中国
海洋文明的重要代表城
市，其地位更加突出，
中国海洋文明与其他中
华文明一样，同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历史遗存，
加强海洋文化遗产的保
护意义宏大而深远。

访 谈 实 录 摘 要 如
下：

中新社记者：从秦
汉时期开始，福建沿海
城市一步步成为中国的
海上走廊，泉州更是成
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起点。今天，福建依然
是中国对外合作的重要
省份之一，坐拥东南国
际航运中心。今年世界
遗产大会时隔17年再次
来到中国，且泉州项目
顺利申遗成功，您认为
有何特殊意义？

詹长法：此次“泉
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遗产项目
顺利申遗成功在预料之
中。

泉州现有各级文物
保护单位800多处，对于
一个地级市而言，这个
数字是惊人的。而且，
泉州素有“世界宗教博
物馆”之称，是一个多
元文化共存的城市。在
泉州，外来宗教文化与
本土儒、释、道文化互
相交融，相互吸收，和
睦相处，这在世界上其
他国家是很少见的。

不仅如此，远在750
多年前，泉州就早早迈
入“全球化”时代，拥
有高度发达的贸易网络
和领先世界的“水陆物
流系统”，成为“世界
的橱窗”。

1 9 9 0 年 ， 联 合 国
教科文组织发起由30多
个国家近百位学者组成
的“海上丝绸之路”综
合考察团，乘坐“和平
方舟”号游轮从意大利
威尼斯港起航，历时130
天，沿着古代海上贸易
之路向东行驶考察，于
次年2月14日抵达泉州，
进行了为期5天的综合考
察并举办主题为“中国
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
学术研讨会。那次意义
重大的考察也说明了中
国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
上的重要地位。

此次泉州项目的成
功，不仅具有文化历史
意义，也定将成为“海
上丝绸之路”世界遗产
项目申报的定盘石。

中 新 社 记 者 ： 您
曾表达文化遗产不仅存
在于陆地，也深藏于水
下或海底。中国拥有1.8
万公里的海岸线，6500
多个大小岛屿，海洋文
化遗产藏量丰富，价值
重大，但现状却并不乐

观。近年来，中国日益
加大了对沿海水下文化
遗产的保护投入和支持
力度，从单一的水下考
古走向全方位的水下文
化遗产保护，从沿海走
向远洋，您认为这些举
措在世界范围内有何深
远影响？

詹长法：中国海域
面积约470万平方公里，
海 洋 资 源 不 仅 包 括 海
下的油气和矿藏等，海
洋遗产更是其重要组成
部分。与人类活动产生
关联的沿海古村落、码
头、古代港口遗迹、海
洋贸易物品以及古代国
家的海权海防意识等，
都属于海洋文化遗产。

近几年，中国涉及
海洋遗产领域的大学和
研究机构已达上百家，
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出来。对于海洋文化遗
产的高度重视，不仅与
整个国家的发展有密切
关系，也与海洋安全和
周边国家交流互鉴有深
远意义。

从 事 海 洋 遗 产 保
护、规划及开发利用应
做到陆海统筹。如今，
我们在海洋历史遗存的
保护研究领域投入大批
科研力量，不仅可以完
成水下遗产的历史分布
摸底，也将对世界“海
上丝绸之路”研究贡献
更多力量。

中新社记者：有西
方观点认为，与西方海
洋文明相比，中华文明
是内陆文明，认为走向
海洋，中华文明是后来
者。事实上，尽管中国
古代农业文明一直占据
优势地位，但海洋文化
也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
生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这点从水下文化遗产考
古就不难看出。在您看
来，中国海洋文明和西
方海洋文明有何共同之
处，又有何差异？

詹长法：从公元前
3 世 纪 至 公 元 1 5 世 纪 ，
中国古代的航海业与航
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宋元时代进入
全盛时期，当时的刺桐
港(今福建泉州)已成为
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港
之一。明初郑和七下西
洋，更是达到中国航海
的顶峰。

不论是中国的海洋
文明还是西方的海洋文
明，都会带来社会经济
的繁荣和文化的交融。

从事包括水下考古
在内的海洋文化遗产研
究，对中国与周边国家
对话有着深远作用。例
如，南海的水下遗产是
中国侨民历史迁徙、形
成的记录和史证，加强
此领域的研究将为中国
与周边国家民众建立起
新的关联关系，促进、
推 动 彼 此 间 的 文 化 认
同。

中新社记者：2019
年，构建“海洋命运共
同体”理念一经提出便
受到各界关注。“海洋
命运共同体”不仅是“
和谐海洋”的延续，也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在海洋领域的运用
和发展。您认为，加强
海 洋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研
究，将会为中国与周边
国家的合作与文化认同
带来哪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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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边疆还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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