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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三 角 一 体 化

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看来，

从古代都城到现代中国，南京与海

洋、南京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渊源由

来已久，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海丝

缺少了南京，一定是不完整的。

贺云翱这句结论不是信口拈来，

而是出自深度调查文本之后。从上

世纪 90 年代开始，贺云翱带领他的

团队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努力寻

求南京与海丝的关系，探访和发掘

了许多考古地点、博物馆和地面遗

产点。他感慨地说道：“开始做研

究时头发还是黑的，今天已经满头

花白了。” 

贺云翱认为，南京虽然不临海，

但在古代，南京是一座“通江达海”

的城市，它离长江口大约 300 多千

米，况且古代的长江口就在今天扬

州以东不远处，海潮一直可以到达

南京所在的长江段，毫不夸张地说，

当时国内外的各类船舶均可直接驶

入南京，据《晋书·五行志》记载，

石头城旁的长江江面上商旅船只最

多时达到万艘。

南京也是中国“四大古都”中

唯一位于南方的港口城市，在六朝

和明初，中国历史上两个海上交流

频繁的时期，均建都于南京，奠定

了南京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

位。据史料记载，当时从海上来到

南京的使臣达 60 多批次，涉及国家

有位于海丝“南海线”的扶南国、

天竺国、狮子国等，此外还有不少

　　南京既是中国人民海军学校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民族
海上力量的中枢指挥之地。

南亚及东南亚的高僧、商舶经海路

到达于此。郑和第 19 代后裔郑自海，

在谈及海上丝绸之路在南京的“证

据”时，如数家珍。“南唐二陵出

土的胡人陶俑，雨花台出土的波斯

文金币，以及大报恩寺塔上五光十

色的琉璃原料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

路舶来的苏麻离青。”

进入 20 世纪，南京既是中国人

民海军学校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民

族海上力量的中枢指挥之地。1890

年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走出过民

国海军总长司令级的林建章、杜锡

圭、陈季良、陈绍宽等一批海洋人物。

中国郑和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孙治

国认为，到了 21 世纪海洋强国已经

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何重塑南京

的海洋记忆，成为了南京文

化发力的重大课题。

从 现 代 角 度 来 看， 南

京仍然是中国重要的海港城

市，是活态的“海丝”城市

的重要一环。此前，南京被

国务院定位为“长江国际航

运物流中心”，已经竣工的长

江口至南京 -12.5 米深水航道疏

浚工程，都是复兴南京历史上曾

拥有的“海港城市”地位的重要佐

证，使得南京真正成为长三角辐射

带动中西部地区融入海洋发展的重

要门户城市。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江苏是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

汇点，这一判断也是基于历史事实

做出的，对当代南京及江苏在国家

战略中拥有和履行自己的使命，有

重要指导价值。也正因为南京在海

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南

京于 2012 年正式被列入中国“海丝”

遗产申遗城市。

问题在于，南京作为海丝的重

要节点城市，如何从中找到一个具

象化、差异化的抓手，十分关键且

必要。15 世纪，明王朝组织的郑和

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将海上丝绸

之路南海航线拓展到了极限和顶峰。

说明了南京不仅是郑和下西洋的策

源地、起终点和物资人员汇集地，

也是郑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心和人

生归宿地。基于此，贺云翱认为，

郑和完全可以成为南京的一张文化

新名片，而其中郑和遗迹就是最有

力的佐证。

从出海打造船只的龙江宝船厂

到七下西洋祈福的静海寺、天妃宫，

再到明宣宗下诏，将郑和赐葬南京

牛首山南麓的郑和墓。在南京，与

郑和有关的遗址遗迹有近二十

处，遍布石城内外。特别在

2016 年，国家文物局明确的

南京首批海丝申遗点 4 处

都与郑和有关。“郑和下

西洋，当时留下了一张海

图，名字就叫《自宝船厂

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

诸番国》，宝船厂在哪里？在

南京下关，当时叫龙江关。”

《南京传》作者张新奇在

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谈

及关于郑和在南京的历史渊

源，他认为在中国所有城市

中，郑和与南京渊源

最深。永乐二十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