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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上丝绸之路是风帆贸易的海上交通线路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是 古 代 人 们 借 助 季 风 与 洋 流，利 用

传 统 航 海 技 术 开 展 东 西 方 交 流 的 海 上 通 道 ，也 是 东 、

西 方 不 同 文 明 板 块 之 间 经 济 、文 化 、科 技 、宗 教 和 思

想 相 互 传 输 的 纽 带。 简 言 之，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就 是 古 代

风 帆 贸 易 的 海 上 交 通 线 路 。 参 与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贸 易

活 动 的 族 群 主 要 有 ：古 代 中 国 人 、波 斯-阿 拉 伯 人 、印

度 人 、 马 来 人 以 及 大 航 海 时 代 以 后 的 西 方 殖 民 贸 易

者。 以 古 代 中 国 为 视 角，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形 成 于 秦 汉 时

期 ，成 熟 于 隋 唐 五 代 ，兴 盛 于 宋 元 明 时 期 ，衰 落 于 清

代 中 晚 期 。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既 包 括 国 家 管 控 的 官 方 贸

易，也 涵 盖 民 间 自 发 的 贸 易 形 态。 官 方 贸 易 以 郑 和 下

西 洋 （1405 年-1433 年 ）为 巅 峰 ，民 间 贸 易 则 以 明 代

“隆 庆 开 海 ”（1567 年 ）为 标 志 ，曾 一 度 达 到 极 度 繁 盛

的 状 态。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反 映 了 古 代 不 同 文 明 板 块 之 间 及

其 内 部 的 文 化 交 流。 从 很 早 的 时 候，就 形 成 了 相 对 独

立 的 贸 易 圈 ，如 东 北 亚 贸 易 圈 、环 南 海 贸 易 圈 、孟 加

拉 湾 贸 易 圈 、 波 斯 湾-阿 拉 伯 海-红 海-东 非 贸 易 圈

和 地 中 海 贸 易 圈 ， 由 此 而 对 应 形 成 了 古 代 东 亚 儒 家

文 明 圈 、印 度 文 明 圈 、波 斯-阿 拉 伯 文 明 圈 和 地 中 海

文 明 圈 ①。

由 不 同 族 群 主 导 的 海 上 贸 易 活 动 形 成 了 各 自 的

贸 易 线 路 与 网 络 ，古 代 中 国 人 的 海 上 贸 易 线 路 ，以 郑

和 航 海 时 代 为 例，其 主 要 的 海 上 航 线 为：南 京-泉 州-
越 南 占 城-印 尼 巨 港-斯 里 兰 卡 “锡 兰 山 ”（加 勒 港 ）-
印 度 古 里（卡 利 卡 特）-波 斯 湾 忽 鲁 谟 斯 （霍 尔 木 兹 ）。

这 条 航 线 将 环 南 海 贸 易 圈 、印 度-斯 里 兰 卡 贸 易 圈 和

波 斯-阿 拉 伯 贸 易 圈 连 贯 成 一 条 国 际 性 的 海 上 贸 易

网 络，并 进 而 延 展 至 东 非 和 地 中 海 世 界。 进 入 地 理 大

发 现 和 大 航 海 时 代 以 后 ， 西 方 殖 民 贸 易 者 建 立 了 有

别 与 古 代 波 斯-阿 拉 伯 、 印 度 人 和 中 国 人 的 贸 易 航

线，如 葡 萄 牙 人 的 贸 易 线 路 为：里 斯 本-开 普 敦-霍 尔

木 兹-果 阿-马 六 甲-澳 门-长 崎 ；西 班 牙 人 的 贸 易 线

路 为 菲 律 宾 马 尼 拉 港-墨 西 哥 阿 卡 普 尔 科 港-秘 鲁 。

澳 门-马 尼 拉 则 是 对 接 葡 萄 牙 人 贸 易 网 络 与 西 班 牙

人 贸 易 网 络 的 航 线。

港 口 遗 址 是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文 化 遗 产 的 代 表 性 遗

存 。 中 国 境 内 的 主 要 海 港 遗 址 有 广 州 港 、泉 州 港 、福

州 港 、漳 州 港 、宁 波 港 、南 京 港 、扬 州 港 、合 浦 港 、登 州

港 等 。 海 外 的 港 口 ，主 要 有 越 南 的 占 城 、印 度 尼 西 亚

的 巨 港 （旧 港 ）、马 来 西 亚 的 满 剌 加 （马 六 甲 ）、斯 里 兰

卡 的 加 勒 港 、印 度 的 古 里 （卡 利 卡 特 ）、波 斯 湾 口 的 忽

鲁 谟 斯 （霍 尔 木 兹 ）等 。 西 方 殖 民 贸 易 时 期 形 成 的 港

口 则 主 要 有 ：里 斯 本 、开 普 敦 、霍 尔 木 兹 、果 阿 、马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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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巴 达 维 亚、马 尼 拉、澳 门、长 崎 等。

由 于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发 展， 形 成 了 诸 如 广 州、泉

州 、马 六 甲 、古 里 等 著 名 国 际 海 洋 贸 易 集 散 港 口 ，同

时 还 形 成 了 诸 如 斯 里 兰 卡 、琉 球 、马 尔 代 夫 这 样 的 贸

易 枢 纽。 而 在 古 代 中 国，由 于 面 向 东 南 亚 和 东 北 亚 海

外 贸 易 的 发 展 ， 分 别 形 成 了 广 东 上 下 川 岛 和 浙 江 舟

山 群 岛 两 个“放 洋 之 地”（意 即“远 航 出 海 之 地”）。

二、季风与洋流：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因素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是 人 类 交 通 文 明 的 智 慧 结 晶，它 的

形 成 经 历 了 漫 长 的 历 史 进 程。 初 期 的 海 上 航 行，最 主

要 的 方 式 是 贴 岸 航 行 和 跨 岛 航 行。 前 者 不 言 自 明，即

沿 海 岸 线 航 行 ；后 者 则 是 沿 岛 链 航 行 ，如 ：自 登 州 港

起 航 跨 庙 岛 群 岛 抵 达 辽 东 半 岛 的 航 行 活 动 ； 自 琉 球

经 奄 美 群 岛 等 向 北 直 抵 九 洲 岛 的 航 行 活 动 ； 印 度 尼

西 亚 群 岛 海 域 的 跨 海 航 行 活 动 ； 自 印 度 东 北 部 起 航

经 安 达 曼 群 岛 抵 达 苏 门 答 腊 岛 的 航 行 活 动，等 等。 这

种 航 海 活 动 ，多 以 地 文 坐 标 作 为 导 航 标 志 ，多 系 短 途

航 行。

真 正 形 成 远 洋 贸 易 的 海 上 丝 绸 之 路，则 是 利 用 季

风 与 洋 流 开 展 的 航 海 活 动。。

无 论 是 古 代 中 国 、印 度 、波 斯-阿 拉 伯 还 是 地 中

海 世 界 ，人 们 很 早 就 不 约 而 同 地 发 现 了 季 风 的 规 律 。

以 中 国 东 南 沿 海 与 东 南 亚 地 区 为 例 ，每 年 的 冬 季 ，盛

行 东 北 季 风 ，风 向 从 中 国 东 南 沿 海 吹 向 东 南 亚 ；每 年

的 夏 季 ， 盛 行 西 南 季 风 ， 风 向 从 东 南 亚 的 印 度 尼 西

亚、马 来 亚 半 岛 一 带 刮 向 中 国 东 南 沿 海。 正 因 南 海 海

域 的 季 风 存 在 这 样 明 确 而 守 时 的 规 律 ， 古 代 中 国 航

海 家 称 之 为 “信 风 ”。 居 住 “季 风 吹 拂 下 的 土 地 ”上 的

人 们 ，天 才 地 利 用 季 风 规 律 ，开 展 往 返 于 中 国 东 南 沿

海 与 东 南 亚 地 区 之 间 的 海 洋 贸 易 ，冬 去 夏 回 ，年 复 一

年 ②。

作 为 联 接 太 平 洋 与 印 度 洋 的 马 六 甲 海 峡，正 好 位

于 季 风 贸 易 的 十 字 路 口 ， 古 代 船 队 到 达 这 里 的 港 口

以 后 ，需 要 停 泊 一 段 时 间 ，等 候 风 向 转 换 ，再 继 续 航

行 ， 由 此 形 成 了 印 尼 的 巨 港 和 马 来 西 亚 的 满 剌 加 两

大 海 港 。 中 国 雷 州 半 岛 的 徐 闻 、印 度 西 南 岸 的 古 里 ，

因 为 也 是 季 风 转 换 的 节 点 ， 所 以 很 早 就 成 为 海 洋 贸

易 的 港 口。

风 帆 贸 易 的 传 统 ，使 得 “祈 风 ”成 为 一 种 重 要 的

海 洋 祭 祀 活 动。 泉 州 九 日 山 的 祈 风 石 刻，便 是 这 种 祭

祀 传 统 留 下 的 珍 贵 遗 产 （图 一 ）。 祈 风 石 刻 位 于 福 建

省 南 安 县 晋 江 北 岸 的 九 日 山 上 ， 现 存 北 宋 至 清 代 摩

崖 石 刻 75 方 ，其 中 航 海 祈 风 石 刻 13 方 ，记 载 自 北 宋

崇 宁 三 年 (1104 年 )至 南 宋 咸 淳 二 年 (1266 年 )泉 州 市

舶 司 及 郡 守 等 地 方 官 员 祈 风 的 史 实 ， 堪 称 研 究 宋 代

泉 州 港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珍 贵 史 迹 ③。

洋 流 也 是 影 响 海 上 航 行 的 重 要 因 素。例 如 太 平 洋

西 岸 的 黑 潮 ，是 流 速 、流 量 都 十 分 强 劲 的 洋 流 ，对 古

代 福 建、台 湾 海 域 的 航 行 有 重 要 影 响。 横 跨 太 平 洋 的

“大 帆 船 贸 易 ”（1565 年-1815 年 ）， 正 是 因 为 西 班 牙

人 发 现 了 北 太 平 洋 洋 流 规 律 （即 北 赤 道 暖 流-黑 潮-
北 太 平 洋 暖 流-加 利 福 尼 亚 寒 流 的 洋 流 圈 ）， 才 得 以

实 现 菲 律 宾 马 尼 拉-墨 西 哥 阿 卡 普 尔 科 港 之 间 的 航

行。

自 然 因 素 影 响 下 的 风 帆 贸 易，决 定 了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航 运 特 征 。 首 先 ，由 于 季 风 的 转 向 与 反 复 ，使 得 双

向 交 流 互 动 成 为 可 能 ； 其 次 ， 季 风 的 季 节 性 和 周 期

性 ，使 海 洋 贸 易 也 具 备 了 周 期 性 的 特 征 ，如 从 中 国 东

南 沿 海 去 东 南 亚 ，冬 去 夏 归 ，一 年 一 个 周 期 ；如 从 中

国 去 往 印 度 洋 ，则 需 在 马 六 甲 等 候 风 向 转 换 ，再 加 一

个 年 度 周 期 完 成 在 印 度 洋 海 域 的 航 行 ， 故 郑 和 前 往

波 斯 湾 等 西 洋 地 区 ，至 少 要 以 两 年 为 一 个 贸 易 周 期 。

最 后 ，由 于 季 风 与 洋 流 的 影 响 ，使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具 有

港 口 转 口 贸 易 的 明 显 特 征 ，即 中 国 航 海 文 献 所 称 “梯

航 万 国 ”， 像 阶 梯 一 样 一 站 一 站 地 实 现 货 物 的 转 运 ，

同 时 也 使 海 洋 贸 易 达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规 模 与 广 度。

三、文明板块与航海传统：

海上丝绸之路的人文因素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是 不 同 文 明 板 块 之 间 交 流 的 海 上

通 道。 由 于 自 然 资 源 与 人 文 传 统 的 不 同，基 于 各 自 的

地 理 单 元 ，旧 大 陆 形 成 了 不 同 体 系 的 文 明 板 块 ，各 板

图 一 泉 州 九 日 山 祈 风 石 刻（姜 波 摄）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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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的 资 源 、产 品 、科 技 、宗 教 与 思 想 存 在 自 身 的 独 特

性，使 交 易 与 交 流 成 为 可 能。

以 中 国 为 核 心 的 东 亚 板 块，参 与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贸 易 品 主 要 有 丝 绸 、瓷 器 、茶 叶 、铁 器 、铜 钱 等 ；东 南

亚 板 块 则 有 名 贵 木 材 、香 料 等 ；印 度-斯 里 兰 卡 板 块

则 有 宝 石 、 棉 布 等 ； 波 斯-阿 拉 伯 板 块 则 有 香 料 、宝

石 、玻 璃 器 、伊 斯 兰 陶 器 等 ；地 中 海 板 块 有 金 银 器 、玻

璃 等 ；东 非 板 块 则 有 象 牙 、犀 牛 角 等 （殖 民 贸 易 时 代

甚 至 “黑 奴 ”也 成 为 贸 易 品 ）。 大 航 海 时 代 以 后 ，美 洲

的 白 银、欧 洲 的 羊 毛 制 品 等 也 成 为 重 要 的 贸 易 货 物。

从 考 古 实 证 来 看，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已 经 使 古 代 世 界

形 成 国 际 性 的 贸 易 网 络 ， 我 们 不 妨 以 中 国 龙 泉 窑 的

一 种 产 品-----龙 泉 窑 荷 叶 盖 罐 为 例， 来 解 读 日 本

学 者 三 上 次 男 先 生 所 谓 的 “陶 瓷 之 路 ”（图 二 ）。 在 龙

泉 窑 大 窑 枫 洞 窑 址 上 发 现 了 荷 叶 盖 罐 的 残 件 ， 确 证

这 种 产 品 的 主 要 烧 造 地 点 就 在 浙 江 龙 泉 窑 ； 在 宁 波

港 “下 番 滩 ”码 头 和 泉 州 港 宋 代 沉 船 上 均 发 现 了 荷 叶

盖 罐 ，结 合 文 献 记 载 ，证 明 宁 波 港 、泉 州 港 是 此 类 瓷

器 集 散 和 装 运 出 海 的 港 口 所 在 ； 韩 国 新 安 沉 船 是 元

“至 治 三 年 ”（1322 年 ）宁 波 港 始 发 的 一 条 商 船 ，船 上

发 现 的 荷 叶 盖 罐 可 以 看 作 是 此 类 陶 瓷 产 品 装 运 出 海

的 考 古 实 证 ④。 翻 检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各 沿 线 港 口 遗 址 考

古 材 料 ，可 以 看 到 荷 叶 盖 罐 在 东 南 亚 、日 本 、琉 球 、印

尼 、波 斯 湾 、东 非 、土 耳 其 等 地 均 有 发 现 ，“窥 一 斑 而

知 全 豹 ”，由 此 可 以 看 出 中 国 外 销 瓷 从 窑 址 到 港 口 到

海 外 终 端 市 场 的 贸 易 网 络。

再 如 古 代 从 海 外 输 入 中 国 的 宝 石， 源 出 于 印 度 、

斯 里 兰 卡 等 地 ，却 在 中 国 明 代 墓 葬 中 大 量 发 现 ，尤 以

北 京 发 掘 的 明 定 陵 （万 历 皇 帝 朱 翊 钧 与 孝 端 、孝 靖 皇

后 合 葬 墓，下 葬 年 代 1620 年）和 湖 北 钟 祥 发 掘 的 明 梁

庄 王 墓 （梁 庄 王 朱 瞻 垍 与 夫 人 魏 氏 的 合 葬 墓 ，下 葬 年

代 1451 年 ）为 著 ⑤。 明 墓 发 现 的 宝 石 ，品 种 主 要 有 红

宝 石 、蓝 宝 石 、猫 眼 石 、祖 母 绿 等 （世 界 五 大 品 类 的 宝

石 惟 有 钻 石 尚 未 发 现 ， 但 文 献 记 载 有 海 外 采 购 之

举 ）。 郑 和 航 海 文 献 ，详 细 记 述 了 郑 和 船 队 在 海 外 采

购 宝 石 的 史 实 ，如 巩 珍 《西 洋 番 国 志 》载 “（忽 鲁 谟 斯 ）

其 处 诸 番 宝 物 皆 有 。 如 红 鸦 鹘 （红 宝 石 ）、剌 石 （玫 瑰

色 宝 石 ）、祖 把 碧 （绿 宝 石 ）、祖 母 绿 （绿 宝 石 ）、猫 睛

石 、金 刚 钻 、大 颗 珍 珠……”，云 云 ，特 别 是 书 中 记 述

的 宝 石 名 字，还 是 按 波 斯 语 中 的 称 呼 来 记 载 的。 与 梁

庄 王 墓 宝 石 一 同 出 土 的 还 有 郑 和 下 西 洋 带 回 的 “西

洋 金 锭 ”（图 三 ）， 生 动 佐 证 了 这 些 宝 石 应 该 是 从 印

度 、斯 里 兰 卡 等 产 地 或 满 剌 加 、忽 鲁 谟 斯 等 交 易 市 场

购 入 的 ⑥。

四、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与历史价值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留 下 的 珍 贵 遗 产 生 动 展 示 了 各 文

明 板 块 之 间 的 文 化 交 流 ，使 我 们 可 以 通 过 解 读 港 口 、

沉 船 和 贸 易 品 等 考 古 遗 迹 ， 探 究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上 古

代 族 群、语 言 和 宗 教 的 交 流 史 实。

海 上 贸 易 与 族 群 之 间 的 交 流，首 先 需 要 解 决 语 言

交 流 的 问 题。 泉 州 出 土 的 多 种 语 言 碑 刻，展 示 了 作 为

国 际 性 海 港 城 市 的 族 群 与 语 言 多 样 性。 例 如，泉 州 发

现 的 元 代 至 治 二 年 （1322 年 ）“阿 含 抹 ”墓 碑 ，用 汉 文

与 波 斯 文 书 写 （阿 含 抹 本 人 是 一 名 波 斯 与 汉 人 混 血

儿 ），说 明 当 时 的 泉 州 有 波 斯 语 族 群 。 波 斯 语 是 当 时

海 洋 贸 易 的 国 际 通 用 语 言 ，正 因 如 此 ，郑 和 下 西 洋 时

曾 专 程 前 往 泉 州，在 泉 州 招 聘 翻 译，史 称“通 事”。 《星

槎 胜 览 》和 《瀛 涯 胜 览 》的 作 者 费 信 与 马 欢 ，就 是 当 年

郑 和 在 泉 州 招 聘 的 两 位 “通 事 ”，其 传 世 之 作 成 为 研

究 郑 和 航 海 的 珍 贵 史 料。

海 上 贸 易 活 动， 需 要 有 通 用 的 货 币 与 度 量 衡 ，以

方 便 实 现 价 值 交 换 。 中 国 铜 钱 ，以 其 轻 重 适 宜 、币 值

稳 定 且 携 带 方 便 成 为 东 北 亚 、 东 南 亚 海 上 贸 易 的 流

通 货 币，甚 而 至 于 成 为 周 边 国 家 的 流 通 货 币。 由 于 货

币 外 流 过 甚 ， 以 至 于 宋 元 明 清 政 府 不 得 不 颁 布 限 制

图 二 韩 国 新 安 沉 船 出 水 龙 泉 窑 荷 叶 盖 罐

（引 自《大 元 帆 影》）

图 三 明 代 梁 庄 王 墓 出 土 的“西 洋 金 锭”

（引 自《梁 庄 王 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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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 泉 州 清 净 寺 遗 迹

（始 建 于 1009 年，姜 波 摄）

铜 钱 出 口 的 政 令 ， 以 遏 制 铜 钱 外 流 造 成 的 国 内 货 币

短 缺 。 韩 国 新 安 沉 船 出 水 中 国 宋 元 铜 钱 28 吨 ，总 数

高 达 800 万 枚 之 多 ，由 此 可 见 中 国 铜 钱 外 流 之 严 重 ，

也 印 证 了 中 国 铜 钱 在 东 亚 国 际 贸 易 中 的 重 要 地 位 。

与 此 相 对 应 ，在 阿 拉 伯 海-印 度 洋 海 域 ，金 银 币 成 为

海 洋 贸 易 的 流 通 货 币 ，而 这 一 现 象 ，竟 被 中 国 古 代 文

献 记 载 下 来 ，《后 汉 书·西 域 传 》载 ：“（大 秦 ）以 金 银 为

钱，银 钱 十 当 金 钱 一。 与 安 息、天 竺 交 市 于 海 中，利 有

十 倍 ”。 与 货 币 一 样 ，海 上 贸 易 也 促 使 不 同 地 区 在 度

量 衡 制 度 方 面 的 交 流 ， 这 些 既 有 文 献 依 据 也 有 考 古

实 证 ， 比 如 印 度 的 杆 秤 与 中 国 的 天 平 ， 学 界 早 有 讨

论。 有 意 思 的 是，韩 国 新 安 沉 船 上 出 水 了 中 国 宁 波 港

商 人 携 带 的 秤 砣-----“庆 元 路 ”铁 权 ，堪 称 海 上 贸

易 在 度 量 衡 交 流 方 面 的 实 证。

作 为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运 输 工 具-------帆 船 ，

也 存 在 着 造 船 工 艺 的 交 流 。 中 国 帆 船 （以 福 船 为 代

表 ）、阿 拉 伯 帆 船 和 西 班 牙 大 帆 船 是 历 史 上 有 名 的 海

船 类 型 。 以 宋 代 海 船 为 例 ，著 名 者 有 “泉 州 湾 宋 代 沉

船”、“南 海 一 号 ”、“华 光 礁 一 号 ”等 ，均 系 福 船 类 型 的

代 表 之 作。 印 度 尼 西 亚 海 域 发 现 的 印 旦 沉 船、井 里 汶

沉 船 、勿 里 洞 沉 船 等 ，虽 然 船 货 以 中 国 瓷 器 为 大 宗 ，

但 船 型 均 属 阿 拉 伯 帆 船 。 菲 律 宾 海 域 发 现 的 “圣 迭

戈 ”号 沉 船 ，则 是 西 班 牙 大 帆 船 的 代 表 。 现 存 英 国 国

家 航 海 博 物 馆 的“CuttySark”号 茶 叶 贸 易 船，则 可 以 看

作 是 殖 民 贸 易 时 代 晚 期 快 速 帆 船 的 典 型 代 表 。 这 里

要 特 别 提 到 的 是 ，由 于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上 的 交 流 ，造 船

工 艺 也 出 现 了 中 西 交 流 的 现 象 ，宁 波 发 现 的 “小 白 礁

一 号”可 以 看 作 是 一 个 典 型 的 例 子。 这 艘 清 代 道 光 年

间 的 沉 船 （发 现 了 越 南 和 日 本 钱 币 ），造 船 工 艺 方 面

既 采 用 了 中 国 传 统 的 水 密 隔 舱 和 艌 料 捻 缝 工 艺 ，也

采 用 了 密 集 肋 骨、防 渗 层 等 外 来 造 船 工 艺 ⑦。 又，据 学

者 研 究 ，横 跨 太 平 洋 贸 易 的 西 班 牙 大 帆 船 ，也 有 不 少

是 福 建 工 匠 在 马 尼 拉 修 造 的。

不 但 造 船 工 艺 存 在 中 外 技 术 交 流，导 航 技 术 也 有

技 术 交 流 的 史 实 。 一 般 认 为 ，以 马 六 甲 海 峡 为 界 ，以

东 的 南 海 海 域 ，主 要 采 用 中 国 古 代 的 罗 盘 导 航 技 术 ，

形 成 “针 路 ”航 线 ；以 西 的 印 度 洋 海 域 ，主 要 采 用 阿 拉

伯 的 天 文 导 航 技 术，即 文 献 中 的“牵 星 过 洋”。 令 人 称

奇 的 是 ，反 映 郑 和 航 海 线 路 的 “郑 和 航 海 图 ”，既 准 确

绘 出 了 的 南 海 海 域 的 “针 路 ”，同 时 在 海 图 的 末 端 ，即

波 斯 湾 附 近 ，画 出 了 北 极 星 ，正 是 阿 拉 伯 “牵 星 过 洋 ”

的 印 迹 ⑧。 作 为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晚 期 导 航 所 用 的 海 图 ，

也 出 现 了 中 、西 绘 图 技 术 的 交 融 ，如 牛 津 大 学 包 德 林

图 书 馆 所 藏 “东 西 洋 航 海 图 ”（十 七 世 纪 早 期 海 图 ），

既 可 以 看 出 中 国 传 统 山 水 地 图 的 影 子 ， 也 可 以 看 出

西 方 正 投 影 海 图 的 绘 图 方 法。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反 映 了 不 同 族 群、语 言 与 宗 教 之 间

的 交 流 ，突 出 地 体 现 了 文 明 交 流 与 对 话 的 遗 产 价 值 。

泉 州 港 的 开 元 寺 （佛 教 ）、真 武 庙 （道 教 ）、天 后 宫 （妈

祖 ）、清 净 寺 （图 四 ）、摩 尼 寺 以 及 印 度 教 、景 教 遗 迹 ，

生 动 展 示 了 国 际 海 港 宗 教 文 化 的 多 样 性 。 斯 里 兰 卡

加 勒 港 出 土 的 “郑 和 布 施 锡 兰 山 碑 ”，是 郑 和 在 永 乐

七 年 （1409 年 ）树 立 的 一 块 石 碑 ，碑 文 用 汉 文 、波 斯

文 、泰 米 尔 文 三 种 文 字 书 写 ，分 别 记 述 了 中 国 皇 帝 向

佛 教 、伊 斯 兰 教 和 印 度 教 主 神 供 奉 的 辞 文 ，堪 称 反 映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上 不 同 族 群 、 语 言 和 宗 教 相 互 交 流 的

代 表 之 作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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