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在福建
张明俊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分为陆路和海路

两部分。根据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海路比陆路

持续的时间更长, 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

的影响也更大。福建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组成部分。宋、元两朝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鼎盛时期,也是福建历史上社会经济和科技

文化全面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随着我

国海上对外贸易的兴盛,福建泉州成为世界

上东方最大的港口之一,“涨潮声中万国商”,

与世界上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交往频繁, 居住

在泉州的外国人数以万计。南宋时期,泉州港

的关税占全国关税收入的一半以上。元代, 泉

州更发展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总吞吐港, 东

西方海上交通的枢纽,各大宗教文化在东方

荟萃的中心。当时福建的航海业和造船业在

全国居领先地位, “泉南有海浩无穷, 每岁造

舟通异域”,这句泉州民谣生动地反映了历史

上福建人民进行海上贸易的情景。由此可见,

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中占有重要

地位,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综合研究学术委员会

经过反复论证,选定泉州作为 1991年国际学

术考察人在中国的考察地点, 并通过考察一

致认定了福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

一的历史地位。

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在我国陆上

丝绸之路研究兴起之后也随之兴起, 经历了

一个发展过程, 最早可以追溯到 50年代末

期。当时,在闽南沿海地区的文物普查中, 发

现了众多有关海外交通与移民历史, 以及伊

斯兰宗教碑刻等文物古迹, 引起了专家学者

的注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1958年省政

府批准成立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为搜

集、保管和研究海外交通的发展情况提供了

一个基地。这是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第

一阶段。

1973 年在福建泉州后诸港发掘了一艘

宋代古船,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许多

学者专程前来考察。宋代古船的发现,使福建

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历史地位,进一步引起了

学术界的关注。一大批研究成果纷纷问世,引

发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这一时期,成立了全

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 会址设在泉州海外交

通史博物馆内。这是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的第二阶段。

进入 80年代之后,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

阵地,福建省的学术界在思考如何借鉴历史

经验,充分发挥福建的地理优势和人文优势,

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发展与周边东

南亚国家以及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传统友好关

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振兴海上丝绸之路,就

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1991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丝绸之路研究项目决定对泉州进行重

点考察,以及为了配合这次考察而建成了泉

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新馆,并正式成立了福

建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会和中国与海上丝绸

之路研究中心, 标志着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研

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第三阶段,即主题明确、

研究渐趋成熟的阶段。

在第三阶段中, 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活

动十分活跃。除了学术理论研究之外,还进行

了中国古船模型的研制, 并组织了海上丝绸

之路的专题文物出国展览。福建省海上丝绸

之路研究会成立之后,本着“促进福建省与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在经贸、旅游、科技等方

面的交流与合作,增进福建与世界各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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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进一步推进福建对

外开放”的宗旨,以主要精力投入国际学术交

流活动, 先后参与主办了两次大型国际学术

会议和组织三次国际学术考察队。并主办了

一次省内学术会议。以下是我们从事海上丝

绸之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从中可见,海上丝

绸之路研究在福建形成活跃学术气氛。

( 1) 1991年春节期间,在泉州举办了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综合研究“中国与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会议期

间国际学术考察队在泉州的考察活动。这是

福建省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国际

学术活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项

目协调员迪安博士为队长, 27个国家近百名

专家学者组成的国际学术考察队出席会议,

并实地考察了泉州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遗迹和大量的伊斯兰教、摩尼教古迹。通过研

讨和考察,论证了泉州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

国际贸易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

一,向世界宣传了福建学者提出的“泉州学”

研究的重要意义, 极大地提高了福建及泉州

的国际地位和知名度, 为开辟福建丝绸之路

文物古迹的旅游资源及其国际市场, 提供了

有力有证据。

( 2) 1992年 10月,组织并接待了欧洲 4

个国家 24名学者组成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陶瓷与宗教文化”国际学术考察队。该考察队

在华期间,访问了 9个城市,并在扬州、西安、

泉州举行了小型学术研讨会。我会会长、福建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渝民,高级顾问、福建

省政协副主席凌青, 在福州会见了考察队全

成员。

( 3) 1994年元宵节期间, 在泉州举办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综合研究“海上

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 以

及会后的国际学术考察活动。这是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项目在我国举办的第二次

学术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同一城市连

续举办两届丝绸之路国际会议,这在世界性

丝绸之路国际活动中是仅有的。来自18个国

家的 30多名外国学者以及 40余名中国学者

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推动了福建省与伊斯

兰国家的交往,促进了地方经贸活动。与会议

同时举办的“当代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名牌产

品展销会”、“泉州伊斯兰经贸洽谈会”, 吸引

了北京、宁夏、新疆、青海、四川、贵州、陕西、

内蒙古、湖南等 12个省、市、自治区近百家企

业, 现场零售商品总额 32万多元, 签订购销

合同、协议 1. 35亿元人民币。会后由 10个国

家 13名学者组成的“中国沿海伊斯兰文化”

国际学术考察队, 考察了我国 10 个城市的

伊斯兰文化古迹和当地的穆斯林社会。

( 4) 1995年 11 月, 在福州举办了“海上

丝绸之路与福建”学术讨论会。在召开海上丝

绸之路研究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同时,

福建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会和中国与海上丝

绸之路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这次学术会议。

当时,适逢福建省党代会提出把福建建设成

海洋经济大省的战略目标。与会代表围绕“海

上丝绸之路与建设海洋经济大省”这一主题,

展开热烈讨论,提出许多建议。中国丝绸之路

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王道义同志应邀出席会议, 并对福

建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会的活动作了很高的

评价。

( 5)筹备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

路综合研究第三次会议“中国与东南亚”国际

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拟于今年 12月初在泉

州召开,这也是连续三次由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在同一城市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我们筹

备举办这次会议的目的, 一是纪念“国际文化

发展十年规划”及“丝绸之路综合研究十年计

划”这两项全球性活动的圆满成功;二是为了

研讨在香港回归之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

响, 以及如何进一步发展与东南亚周边国家

历史悠久的友好关系, 为我国进一步对外开

放服务等问题。

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起步虽然不

算太早,但起点较高,成效也比较大, 具有自

己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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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与人员的广泛性。在福建,海上丝

绸之路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只限于学术圈

子为少数专家学者所关注, 而是得到社会各

界的热切关心和大力支持的一项事业。从党

政各级领导到普通人民群众, 无不对此津津

乐道。福建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会的会长和

常务副会长, 由省级领导兼任,还有许多省级

领导欣然接受邀请,担任了研究会的顾问, 会

员中也有许多省政府各厅、局的负责同志。由

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涉及面十分广泛, 因

此,不论是理论工作者, 还是实际工作者, 都

从各自的角度, 加入到这项研究中来, 可以

说,有福建这项研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 2)涵盖学科的广泛性。海上丝绸之路研

究涉及的学科十分广泛,它既包括了社会科

学中的历史学(如中外关系史、海外交通史、

移民史)、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特别是伊

斯兰教研究)、艺术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

学科,又包括了自然科学中的航海技术、船舶

制造、海洋地理、气象、农业技术等学科。因

此,它是跨学科、跨门类的综合研究。

( 3)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的高度结合。海

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不仅仅是为了研究而研

究,从一开始我们就明确它必须与当今的经

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紧密结合, 为福建

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 在研究过程中, 我

们积极为地方经济建设出谋献策,提供咨询,

当好参谋。《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

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把

福建建设成为海洋经济大省的战略目标, 正

是得益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启发, 得

益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获成果的启

发。我们完全可以说,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

究, 已经从学者的研究行为转变为党政部门

自觉的决策行为。

( 4)加强了福建学术界与国内外学术界

的交往,促进了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从以上

的主要活动中可以看出, 福建的海上丝绸之

路研究,非常重视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往、交

流与合作。通过交流,广泛联系了国内外众多

的学者,增进了感情,加深了了解, 也有益于

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

( 5)“一会、一馆、一中心、一论丛”的活动

方式。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采取了

这样一种四位一体的活动方式。“一会”即福

建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会, “一馆”即泉州海

外交通史博物馆, “一中心”即福建社会科学

院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 “一论

丛”即指由上述两家联合编辑出版的“海上丝

绸之路研究论丛”(第一辑即将于今年 10月

由福建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学术研究主要

依托于研究中心,大型活动主要依托于研究

会, 研究成果汇集在“论丛”上发表。这种结

构, 较好地把学术研究、群众活动、对外宣传

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人类社会即将进入 21 世纪。21世纪是

海洋世纪,这已成为世界舆论的共识。面对世

纪之交,当和平与发展仍将是世界形势的主

流时,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前景充满

自信和乐观。展望下个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研究,我们要继续发扬“丝绸之路——对话之

路”的精神, 进一步做好国内外学术交流工

作, 坚持学术研究为现代化建设实际服务的

方向,同时要注意跨世纪研究队伍的培养,把

福建省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

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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