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元素 



宁波(古明州)，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段，兼得
江河湖海之利。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为宁波走
向海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使
宁波获得了广阔的内陆腹地。“南则闽广，东则倭
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反映了
宁波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独特地位。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港城宁波的持续辉煌。与时俱
进的开拓精神，推动着宁波从古代港口向现代化国
际大港的成功转型。 

概况 



始建于晋代的浙东运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与京杭大运河融合，把传统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向东延伸了239公
里，为千年古运河提供了一条便捷的出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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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窑褐彩鱼藻纹执壶   唐 

高19.4厘米，口径7.7厘米，底径10.00厘米 

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长沙窑褐彩狮子  唐 

底6.3×3.2厘米 

 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婺州窑青瓷碗   宋 

底径5厘米 

东门口码头遗址出土 



龙泉窑青瓷贯耳瓶  元 

底7×6厘米，高19厘米 

东门口码头遗址出土 



影青花瓷瓶 元 

底径4.3厘米，高10.5厘米 

东门口码头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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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苫思丁” 铭残碑  元 

高17厘米，宽22.8厘米 

永丰库遗址出土 



龙泉窑炉   元 

直径9.5厘米，高8.3厘米 

永丰库遗址出土 



景德镇影青盘   元 

底径6.5厘米，口径13.5厘米 

永丰库遗址出土 



钧窑碗    元 

底径8.5厘米，口径20厘米 

永丰库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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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陶器标本   唐  唐子城遗址出土 



玻璃瓶（出土时内装香料） 

 南宋  天封塔地宫出土 



越窑坐狮  唐 

高17.0厘米，底径长12.3厘米，底径宽8.8厘米 

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旅日华侨捐资修路的石碑之一    南宋 

侨居日本大宰府的明州籍侨民丁渊、张宁等商人捐资修路
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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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交通 



    “象山小白礁Ⅰ号”沉船遗址的水下考古正在紧张而有序地

进行，随着端午期间央视多个频道对这一考古的直播，这一沉船

的考古发掘不仅引起很多宁波人的关注，也将吸引全国观众的目

光。事实上，此前宁波范围内已经发现了４艘古代沉船，从和义

路唐代龙舟、海运码头北宋沉船、和义路南宋沉船、象山涂茨明

代沉船，到现在的“象山小白礁Ⅰ号”清代沉船，这５艘沉船遗

址排成了一个时间段相对连贯的古船系列，见证了宁波“海上丝

绸之路”文化的辉煌。 

古代船舶 



象山涂茨明代海船 



象山小白礁Ⅰ号 



宁波港的前身是宁波港务局。宁波港由北仑港区、镇海港区、宁

波港区、大榭港区、穿山港区组成，是一个集内河港、河口港和

海港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的现代化深水大港。现有生产性泊

位309座，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60座。最大的有25万吨级原油

码头，20万吨级（9可兼靠30万吨船）的卸矿码头，第六代国际集

装箱专用泊位以及5万吨级液体化工专用泊位；已与世界上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通航。2012年3月，国务院批复同意

开放宁波港梅山港区。2013年，宁波舟山组合港全年货物吞吐量

达到8.09亿吨，超越上海港，位居世界第一。2014年度宁波舟山

港实现货物总吞吐量8.73亿吨，牢牢占据货物总吞吐量世界第一

大港的宝座。 

近代船舶 



宝顺轮 



明州68 



勤丰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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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义路南宋沉船 



南宋驳船  和义路滨江遗址出土 

主要用于小宗货物从河岸到海港大船之间的驳运，是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联通的历史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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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贸易 



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始于东汉，盛于唐宋，历经一千余年。早在东汉时
期,明州（宁波）是中国青瓷的发源地。到唐代，上林湖越窑已
成为中国青瓷六大名窑之冠。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越窑青瓷千百年来，
以它的圣洁，吉祥，典雅，庄重和似冰类玉的釉色，为唐、五代、
宋、三代朝廷贡品，身价与珍宝、丝绸一样高贵。而秘色瓷则是
越窑青瓷中最佳代表作，它工艺精湛，胎质细腻，釉色晶莹青绿，
似翡翠碧玉，温润典雅，为历代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供奉品,并由
古明州港启运远销东南亚及非洲大陆等地，航线成为著名海上
“陶瓷之路”，对沟通中国与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 
    龙泉青瓷、韩国青瓷、日本青瓷、台湾青瓷等都是在越窑的
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越窑青瓷为我国陶瓷史上最具有特色，最有影响，经历的历
史时间最长的瓷种，在世界文明史上留有光辉灿烂的篇章。  



    对宁波来说，这是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回归。作为越窑青瓷的发祥地和中心产

地，１０００多年前，慈溪上林湖越窑生产的青瓷源源不断地输往大江南北，开辟

了从明州通向海外的著名的“陶瓷之路”。 

  烧制了千年，消逝了千年，在千年的辉煌与千年的落寞之后，越窑青瓷再次回

归，重放光彩。 

  在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源于三种独具东方色彩的物品：丝绸、茶叶

和瓷器。从某种意义上说，瓷器的影响甚至要超出丝绸和茶叶，这一点从西方人对

“Ｃｈｉｎａ（中国）”的称谓可以看出。不管学界对ｃｈｉｎａ一词的起源如何

众说纷纭，但肯定的一点是，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陶瓷以及“陶瓷之路”对西方生活

的深刻影响，使得“瓷器”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瓷器的影响甚至足以与中国的四大发明相提并论。学

界有人主张将陶瓷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并列一起，称为中国的五大发

明。瓷器作为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实证，是中华文明的骄傲与财富；

而作为瓷器的发祥地，宁波书写了中华文明璀璨的一页，演绎着陶瓷文化独特而丰

厚的记忆与传奇。 





 公元9世纪初，越窑青瓷依托明州港口，经海路大量运输至亚、非各国，成
为中国最早输往海外的大宗商品，这条主要运送越窑陶瓷的海上航道，被誉
为“海上陶瓷之路”。1973年至1975年间，在宁波和义路滨姚江南岸码头遗
址，出土了700多件越窑青瓷，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唐越窑青瓷中数量最多、
品种最丰富、质量较精的一批。 
    在海外也发现了大量的越窑贸易青瓷，在亚非各国中世纪的都城、枢纽
港口，贸易集散地遗址，佛教、伊斯兰教的寺院和祭祀遗址，宫殿建筑以及
贵族墓葬等遗址，都发现了出自慈溪上林湖与鄞州东钱湖窑场生产的越窑青
瓷，他们成为“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物证。在日本大宰府就有出土的唐五
代越窑青瓷，朝鲜半岛也有出土的唐越窑青瓷，在印度尼西亚海域也有唐代
越窑青瓷打捞出水。1998年，在印尼爪哇附近勿里洞岛海域 “黑石号”沉船
打捞出5万多件瓷器，其中有200余件唐越窑青瓷伴随出水。在印尼井里汶外
海发现的一艘北宋早期贸易的沉船内，2003年至2005年，考古人员从沉船打
捞出水遗物的总数达到49万余件，瓷器30万余件，其中大部分是越窑青瓷，
这是迄今海外发现越窑青瓷数量最多的一次。 
 



    浙东烧制的瓷器历史可追溯到商周时期，“越窑”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是对
这一地区青瓷制品的统称。早在东汉时，上林湖就已成功烧制出大型的罐、坛等日
用青瓷器皿。瓷器纹饰简古，造型淳朴，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越窑青瓷到唐、
五代时达到盛期，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上，越窑为中国陶瓷树立了一座丰碑。从
遗址的情况看，上林湖越窑遗址堆积丰富，规模宏大，时间跨度大，因而被称为
“露天青瓷博物馆”。 
    上林湖之所以出现众多的越窑遗址，因为这里蕴藏着大量的优质瓷土资源，而
且这里山峦起伏、森林密布，有丰富的烧瓷燃料；在地理位置上，上林湖地处杭州
湾南岸，临近唐代国际贸易港——明州港，水陆交通相当便利。大量制作精致、造
型优美的青瓷精品从上林湖越窑被烧制出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海内外各地，深入
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随着越窑青瓷的海上丝绸之路拓展，越窑的制瓷技术也得到传播。公元10世纪
前半叶，越窑的制瓷技术传到了朝鲜半岛全罗道康津与全罗北道扶安等地，朝鲜半
岛因此烧制出了“制作工巧，色泽尤佳”的“翡色”瓷器，并且迅速发展成为青瓷
的输出国，目前朝鲜半岛仍存有丰富的属于浙东越窑类型的遗址遗存，日本也有仿
制越窑青瓷的瓷器出现，越窑青瓷也促进了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 
 



西晋越窑青瓷堆塑罐 北宋青瓷镂空缠枝纹熏炉 唐秘色荷花荷叶盏与托具 









日本大宰府出土的唐五代越窑青瓷 



“黑石号”沉船出土的唐越窑青瓷 



“黑石号”沉船出土的唐越窑青瓷 



“黑石号”沉船出土的唐越窑青瓷 



印度尼西亚井里汶沉船出土的唐越窑青瓷 



菲律宾出土的唐宋越窑青瓷 



泰国南部林民波遗址出土的唐越窑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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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荷叶盏托   唐 

通高6.6厘米，口径11.8厘米，足径6.6厘米 

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越窑瓜棱执壶  唐   

高22.1厘米，口径9.8厘米，底径8.2厘米 

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越窑銎柄药壶    

口径5.5厘米，底径5.2厘米，高8.4厘米。 

唐  1975年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越窑绞胎灵芝纹伏兽脉枕   唐 

高9.3厘米，底径长11.0厘米，底径宽7.5厘米 

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青瓷虎子  东晋  韩国江原道出土 



越窑鹦鹉纹粉盒  五代 

通盖高4.6厘米，口径11.6厘米，底径5.8厘米 
余姚出土 





吴越铜镜 



五代吴越地宫出土铜镜 



镶嵌绿松石透雕几何纹镜 
 
战国 直径10.6厘米 日本千石唯司藏 
 
  圆形，夹层，环钮，四叶纹钮座。主题纹饰由
一方框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四叶尖处各伸出一W形，
方框内四角饰桃形花纹。方框外饰几何纹、叶纹。
镜缘饰叶纹一周。主题纹饰上有纤细的云纹。钮座、
方框及纹饰均镶嵌绿松石。 



古钱币 







丝绸 

丝绸(sī chóu)，一种纺织品，用蚕丝或合成纤维、人造纤
维、长丝织成;用蚕丝或人造丝纯织或交织而成的织品的总
称。 
在古代，丝绸就是蚕丝(以桑蚕丝为主，也包括少量的柞蚕
丝和木薯蚕丝)织造的纺织品。现代由于纺织品原料的扩展，
凡是经线采用了人造或天然长丝纤维织造的纺织品，都可以
称为广义的丝绸。而纯桑蚕丝所织造的丝绸，又特别称为"
真丝绸"。 
丝绸也特指桑蚕丝所织造的纺织品。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汉族劳动人民是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
制品更是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的商贸交流，
史称丝绸之路。从汉代起，中国的丝绸不断大批地运往国外，
成为世界闻名的产品。那时从中国到西方去的大路，曾被欧
洲人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被称之为"丝国"! 



从西方语言演变历史以及中西方文明交流史的角度进行考证，认为“CHINA”一

词来源于丝绸。 按照欧洲语言的演变历史，对丝绸与“CHINA”一词之间的关

联作了解释。在希腊文明时期，中国的丝绸已经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了欧洲，

于是希腊文中也出现了“丝”这一词汇，希腊文中“丝”的发音与中文相近。

随后，在拉丁文中，“丝”的发音已经基本与以后“CHINA”的发音相近，在法

文中，“丝”的拼写则为“CHINE”，与英文“CHINA”的发音与拼写已经非常

接近，最后再从法文正式“过渡”到了现在的“CHINA”一词。 英文在对“中

日甲午战争”的翻译中，中国被译成“SINO”，这与拉丁文中的“丝”比较接

近，而在印度语中，“丝”被称为“CINA”，后来口译成“支那”。 丝绸是中

西方文化交流中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种载体，在西方人眼里，丝绸是中华古代

灿烂文明的象征，因此，英文中“中国”的翻译“CHINA”源自丝绸就顺理成章

了。 



“爱好奢华的罗马帝国统治者看到丝绸，立即对这种柔软而又美丽舒适的衣料着迷
了。他们以往穿的是粗糙的羊毛织物和亚麻布，根本不知道丝织品是什么东西做的，
所以只好称它是‘来自天堂里的织物’。但是，由于路途遥远，运输艰难，波斯商
人的中间盘剥甚重，中国的丝绸在罗马帝国市场上的价格令人膛目结舌，几乎与同
等数量的黄金相等价。最初，只有少数罗马贵妇才敢于问津，穿在身上以显示其身
份的高贵。据外国史书的记载，罗马执政官恺撒穿绸袍看戏，当时还被人们视为过
分奢华。丝绸如此昂贵，日久天长，罗马人渐渐感到从波斯商人手中转买丝绸，实
在太亏了，如果能直接从‘丝国’（指中国）进口丝织品，甚至能弄到这种神秘织
物的原料，就可以省许多钱。  
    从此，罗马人便开始努力打探丝绸的来源。但是，历代中国皇帝不愿将这种制
造“国宝”的技术传到国外去，为了获取蚕丝贸易的利益，中国历代政府都只准输
出蚕丝和丝绸，而严禁蚕种出口。从汉武帝开始，历代皇帝都明令凡是偷运或将养
蚕秘方泄露给外国人的都要处以死刑。这样，罗马帝国的历代统治者从屋大维开始，
想要获取中国养蚕术的努力都落了空。养蚕缫丝技术，罗马人终不解其中的奥秘。
因为，罗马人长期误认为丝绸是用一种长在树上的羊毛织成的，但是，这种特殊的
羊毛罗马人始终寻觅不到。一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这种状况才有了转变。 







外国人在欣赏以及身穿丝绸 



宗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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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光荣西（1141——1215） 

日本僧人，南宋年间在天童寺学禅五年，并将中国佛教临
济宗传播到日本 



道元禅师（1200——1253） 

日本僧人，南宋年间入天童寺学习佛法，归国后创建日本
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尊天童寺为祖庭。 



兰溪道隆（1213——1278） 

天童寺名僧，南宋年间东渡日本，是第一位到日本传

授禅法的中国禅师。 



无学祖元（1226——1286） 

鄞县僧人，元至元十六年（1279）赴日弘扬禅宗，

其开创的“佛光派”禅系一度是日本最有影响的
禅派。 



义天（1055——1101） 

义天，高丽王朝文宗第四子，宋朝时期在明州学习佛教，
为高丽天台宗始祖 



建筑：陈和卿主持重建的东大寺南大门 

南宋年间，北宋的浙东佛教建筑被直接

移植到日本，成为镰仓时代建筑风格的新形

式，被称为“天竺样式”或“大佛样式”。 



绘画：《十六罗汉像》（复制） 原件藏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 

宋元明州（庆元）车轿街、石板巷一带，画坊林立，职业画家陆信

忠、金大受、陆仲渊等佛画作品，被日本舶商和僧侣争相购买携往日

本，成为日本寺院收藏品和临摹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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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舜水（1600——1682）  江户时代立原杏绘 日本茨城

县立历史馆藏。 

朱之瑜，号舜水，余姚人。1659年流寓日本，在长崎、江
户等地讲学达22年，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尊为国师。他将

中国的礼仪制度、建筑营造、农事园艺乃至服饰等介绍到
日本，其学术思想对后来的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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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育王寺/ 
 
 
阿育王寺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宝幢太白山麓华顶峰下，始建于西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已历
经1700多年历史。 

阿育王寺素有“东南佛国”之称，是佛教禅宗名寺，中国佛教“五山第五”。也是中国现存唯一以印度阿育
王命名的千年古寺。因寺内珍藏佛国珍宝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及玲珑精致的舍利宝塔而闻名中外，1984年被
国务院公布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 

建筑格局 
编辑 
阿育王寺全景图 
阿育王寺现占地面积124100平方米，建筑面积23400平方米。现存殿、堂、楼、阁600余间，依山坡构

筑。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二山门、放生池、天王殿、大雄宝殿、舍利殿、法堂和藏经楼。右侧有云
水堂、鄮峰草堂、拾翠楼、祖师殿、承恩堂、方丈殿、宸奎阁、寮房等361间；左侧有松光斋、钟楼、
舍利单、先觉堂、大悲阁等264间。大雄宝殿系清康熙年间重建，殿上有乾隆书“觉行俱圆”匾。舍利
殿始建于1678年，重檐，黄色琉璃瓦盖顶，石雕舍利塔一座，内置七宝嵌镶塔亭，塔身青色，五层四
角，四面窗孔，每层雕菩萨神像，内顶悬宝磬，舍利珠挂在其中。寺内有浙江省仅存的两座元塔，砖
木结构，仿楼阁式，六面七层，每层置腰檐、平座，底层四周有围廊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0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8209/57948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8306.htm




保国寺/ 
保国寺位于浙江宁波市江北区洪塘镇的灵山之麓，距市区15公里，始建于东汉世祖时期，初名灵山
寺，此即保国寺的前身。唐会昌五年寺宇被毁，广明元年（880年）重建，僖宗李儇赐“保国寺”
匾额，此后改名为保国寺。 

保国寺并不是以其宗教寺庙闻名于世，而是因为精湛绝伦的建筑工艺令人叹为观止。寺内的大雄宝
殿（又称无梁殿），是长江以南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存有大雄宝殿、天王殿、
唐代经幢、观音殿、净土池等殿宇古迹。 

 
 
 
 

建筑特点 
编辑 
保国寺最初由山门、天王殿等建筑组成。大雄宝殿重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是长江以南
最保国寺 
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佛教建筑，其结构独特，气势恢宏。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加建重檐，
成为歇山顶形成。大雄宝殿主要特点是：平面布置进深（13.38米）大于面阔（11.83米），呈纵长方形；

在前槽天花板上绝妙的安置了三个缕空藻井；复杂的斗拱结构；四段合作瓜棱柱，柱身有明显的侧脚；
梁伏、阑额做成两肩卷刹的月梁形式等。这些都接近或吻合于宋《营造法式》，承袭某些唐代建筑遗
风，为研究宋代建筑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 
  其他多为清代建筑。1983年迁入明代厅堂三间，1984年迁入唐代经幢两座，现在保国寺已成为一
个拥有唐、宋、明、清、民国等各个时期的木构建筑群体。占地面积13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多

平方米。中轴线上依次排列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藏经楼五幢建筑，东西轴线分别为
钟楼、鼓楼、客堂等附属建设。 
 

http://baike.baidu.com/view/2037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8299/1114287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28474/620184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60016/62018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03182.htm




七塔寺 
 
七塔寺在宁波市江东区百丈路183号，是市区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寺院，也是浙东著名四大丛林之一。始建于858年（唐大
中十二年），称东津禅院，曾改称"栖心寺"、"崇寿寺"、"楼心寺"。后因在康熙年间寺前建有七座石塔代表七尊佛而得名。"文革
"期间，该寺遭到破坏。1979年后，逐渐修复寺前七塔、寺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方丈殿、藏经楼、钟楼、玉佛阁、
慈荫堂、东西厢房及围墙等，建筑面积1.14万余平方米。 

景观景点 
编辑 
七塔禅寺现为浙江省重 
七塔寺(4张) 

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除主要殿堂为古典建筑外，还保存有一批珍贵文物：①寺院开山祖师心镜藏奂
禅师舍利塔，上刻“唐敕赐心镜禅师真身舍利塔”等字样。②宋代大铜钟两口，各重达七、八千斤，
分别铸于南宋绍兴四年（1134）和嘉定十一年（1218）。③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印、光绪颁赐之
《龙藏》一部。④梵文贝叶经一束。⑤清代石刻五百罗汉造像图，工艺精妙，形神兼备，佛门珍品，
海内无双。⑥“栖心一览”文物陈列室所藏各种珍贵文物等。[1]  

七塔寺的殿宇建筑，基本保持明、清时代建筑风格古色古香，庄严典雅。山门、天王殿、圆通宝殿、
三圣殿、藏经楼（下为法堂）由南向北，先后贯穿在一条中轴线上。东侧厢房，由外及内，依次为钟
楼、香烛（法物）供应处、五观堂、诸经坛、自动化办公室、报恩讲堂等，厢房北面为玉佛阁（慈荫
堂），东面为库房、综合楼、招待所等。西侧厢房，依次为鼓楼、客堂、净土坛、电脑监控室、栖心
一览（文物陈列室）等。 
 

http://baike.baidu.com/view/9769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9321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20462/94169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76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83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4746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90318/590318.htm
http://baike.baidu.com/pic/%E4%B8%83%E5%A1%94%E5%AF%BA/8762420/17087949/bd315c6034a85edf1944cec14d540923dc547503?fr=lemma&ct=cover
http://baike.baidu.com/pic/%E4%B8%83%E5%A1%94%E5%AF%BA/8762420/17087949/bd315c6034a85edf1944cec14d540923dc547503?fr=lemma&ct=cover
http://baike.baidu.com/pic/%E4%B8%83%E5%A1%94%E5%AF%BA/8762420/17087949/bd315c6034a85edf1944cec14d540923dc547503?fr=lemma&ct=cover
http://baike.baidu.com/pic/%E4%B8%83%E5%A1%94%E5%AF%BA/8762420/17087949/bd315c6034a85edf1944cec14d540923dc547503?fr=lemma&ct=cover
http://baike.baidu.com/pic/%E4%B8%83%E5%A1%94%E5%AF%BA/8762420/17087949/bd315c6034a85edf1944cec14d540923dc547503?fr=lemma&ct=cover
http://baike.baidu.com/pic/%E4%B8%83%E5%A1%94%E5%AF%BA/8762420/17087949/bd315c6034a85edf1944cec14d540923dc547503?fr=lemma&ct=cover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598098/45980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52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5481/1982622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754146/688287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57622/1849355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48306/148306.htm




机构及建筑 



庆安会馆 

---2014年06月26日，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宁波从此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行列。 
位于三江口的庆安会馆作为运河的附属遗存，也名列世界文化遗产之中。 
 
---“这里既是中国大运河的南端终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起航港。正是因为宁波三江口，才使得大运河不仅成
为沟通中国南北方的水上通道，也成为连接世界的大通道。” 
 

---浙东运河在宋代全线贯通后，货物用内河航船运抵宁波三江口，都需要在此换乘抗风浪性能较好的海船经甬
江口出海。 
同样，那些从闽广等地及日本、朝鲜半岛驶来的海船，都需要在宁波三江口停泊卸货，而后换乘内河船只，
经浙东运河至内陆大城市。 
而作为大运河管理设施的庆安会馆，是成为当时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汇传播的重要历史遗存。 
 



建筑特色 
 
它是浙东近代木结构建筑典范。平面布局呈纵长方形，座东朝西，中轴线上 
 
庆安会馆 
现存建筑有宫门、仪门、前戏台、正殿、后戏台、后殿、左右厢房、耳房及附属用房，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建筑上保存了1000
多件朱金木雕，200多件砖雕、石雕艺术品。采用宁波传统的雕刻工艺，历百余年寒暑仍不失奇妙光彩，充分体现了清代浙东地区"
三雕"工艺技术的至高水平。不仅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且为研究我国雕刻艺术提供了实物例证。其中，朱金木雕，主要使用在建筑
各类构件上，以民间故事，戏曲人物为主，大多采用高浮雕和镂空雕相结合的工艺技法。经过油漆、贴金、拔朱、上彩，显得富丽
堂皇、高贵典雅。 
 
庆安会馆建筑群座东向西，占地面积约3900平方米，原中轴线上有照壁、接水亭、宫门，前殿(连戏台)，大殿(连戏台)。后殿、左右

厢房及偏房等。大殿为庆安会馆的主要建筑，面宽为五开间，明间为拾梁式，次间为穿斗式。该建筑最大的特色是采用了宁波传统
的朱金木雕，砖雕和石雕的建筑装饰手法，使整体建筑气势恢宏、金碧辉煌。匠心独用的砖雕、石雕和朱金木雕令人赞叹，堪称宁
波地方工艺中的杰作。 
 

砖雕是庆安会馆建筑主要的装饰手法之一，主要分布在门楼和高大的马头墙上，雕刻的笔法细腻。画面充分运用我国传统的立体布
局，众多的人物层次分明地并列于画面上，栩栩如生。内容丰富，大多选自民间传说和戏曲中的传奇人物如八仙、三星、九老等，
还有花鸟动物和博古。大殿原系祀天后的神殿，高约10多米，明间和次间各有一对蟠龙柱，柱上倒挂式苍龙威风凛凛，张牙舞爪，

这是采用镂空雕刻的形式，在整块的石料上一气呵成，现形体于青石之外，寓玲珑于浑厚之中，与此相呼应的凤、凰两柱也是采用
这种雕法。 庆安会馆 
庆安会馆 
 
与龙、凤柱相近的两侧墙面上，分别嵌有一高、宽均为1.5米的浅浮雕石刻，把古杭州的山水、楼台，"西湖十景"和玉泉鱼跃，淋漓

尽致地展现在眼前，使细腻的浅刻法与龙凤柱豪放浑厚的风格形式鲜明的对照，使人们情不自禁地领略到沉重舒长低细绵密，清浊
园润的韵味!戏台顶部的藻井俗鸡笼顶，其制作更是巧夺天工，它是用千百块精致的狭长盘花板接榫、拼搭而成，穹窿形的园顶玲珑
奇妙、变化多致。梁、枋等构件上的朱金木雕，富丽堂皇，精美绝伦，充分显示着宁波工匠的聪明才智 



砖雕 

砖雕是庆安会馆的重要艺术特色。砖雕作品主要分布于门楼、山墙。会馆正门“天后宫”三字两侧为“双
龙戏珠”图样，模仿御牌。屋脊砖雕多采用人物和吉祥图案。戏台屋顶雕有卷龙，正脊雕有奎星和瑞兽图
案。最为丰富的是墀头的砖雕。雕刻的重点为墀头下部，采用影雕表现人物戏曲故事。 



石雕 

石雕是庆安会馆建筑艺术的
又一特色。石雕代表是一对
蟠龙和一对凤凰牡丹石雕檐
柱。据说，这批檐柱来自福
建莆田，通过水运到宁波。
蟠龙檐柱中龙的形象从屋顶
伴着两只蝙蝠绕柱向下飞腾，
寓意福气。凤凰牡丹檐柱半
嵌于墙中，上下为凤凰，中
部为牡丹。这些檐柱采用整
根石材雕刻而成，通过镂空
等技法创造出龙凤在云层间
飞腾的形象。此外，墙基、
御道、柱础等处的石雕也各
具特色。 



木雕 

木雕在庆安会馆的木制构件中使用普遍。枋、雀替、斗拱、挡板、垂柱等部位使用了大量的木雕
工艺。庆安会馆的木雕均使用宁波本土的朱金木雕工艺，内容的取材为山水及人物故事。 



宁波老外滩 

坐落于宁波三江口北岸的宁波老外滩于1844年
开埠, 地处宁波市中心，位于甬江、奉化江和余
姚江的三江口汇流之地，唐宋以来就是最繁华
的港口之一，曾是“五口通商”中最早的对外
开埠区，比上海外滩还早20年。是目前国内仅

存的几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外滩之一。宁波老外
滩，通过保存历史建筑和街区风貌，植入新都
市文化，将厚重的历史与发展的愿望完美结合
在一起。由文物、旧、渐旧、新的建筑物构成
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见证和载体，改造者着意打
造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韵味。如今的老外滩
骨子里透出现代意味，是一个集吃、住、玩、
休闲、购物、娱乐为一体的时尚消费中心。 

沿着江边，外国领事馆、天主教堂、银行、轮船码头一字排开，几乎记录了宁波开埠的整段历史。这
些建筑，至少有100多年历史。目前保存下来的文物建筑有:英国领事馆、巡捕房、侵华日军水上司令
部、浙海关、天主教堂、江北耶稣圣教堂、宁波邮政局、通商银行等还有一些民房，如老"宏昌源号"、
商人私宅"严氏山庄"、"朱宅"等建筑，这些建筑具有浓郁的欧陆风格，代表了英、法、德、荷等多国
建筑风格。与中国传统民居形成鲜明对比。 



宁波老外滩  位于宁波市三江口的江北岸，是进入宁波古城的门户。宁波在唐代即为中国四大港口之一，鉴真东渡的起始点就在宁

波，在南宋时期为中国三大港口之一，并设立市舶司专门负责管理对外贸易的。虽然清政府一直采取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但宁波
与日本、南洋各地一直保持着藕断丝连的贸易往来。清初中国缺铜，政府铸铜钱和民间制铜器多通过宁波从日本进口铜及银等;而
日本也从宁波进口江南的丝绸、棉布、瓷器等。在清代实行全面闭关之时，宁波是唯一保留了对外贸易的特殊港口。这种特殊的港
口地位从1644年到1684年左右，时间长达约40年。 
 
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 宁波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各国商人蜂拥至宁波，英、法等国采用 
夺取主权，建立据点，霸占海关、控制海口，垄断航运，推行洋化等一系列手段，把宁波港扭曲成半殖民地性质的港口。1844年
正式开埠。不久，江北岸便发展成为英、法、美三国侨民居留区域。是中国最早的"租界"之一，历史上也称为"外滩"，其开埠历史
比上海外滩还要早上20年，是目前中国最古老的外滩之一，一直到上海口岸崛起，宁波口岸的地位才被逐渐削弱。1927年，中国

政府收回了江北岸外人居留地的行政管理权江北外滩也在岁月的洗礼中完整地记录下了近代宁波的历史变化，体现西方工业文明的
器物与各类设施集中在这里出现，如宽敞的马路、整洁的街面以及电灯、自鸣钟、脚踏车、洋房、教堂、医院、银行等首先在这里
出现，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宁波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成为了浙江省唯一现存能反映港口文化的外滩。  
 
宁波商帮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四大商帮之一(晋、徽、宁绍、潮汕)，利用外滩这一通商口岸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及对内、对外的
航运贸易优势，纷纷创办轮船公司，其中以宁波帮的商人--虞洽卿、朱葆三、李云书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运输公司最为出名，

在三江口到下白沙一带修建码头，从事宁波至上海等地的运输，特别是从事对外经济活动，宁波商帮便以上海、宁波为基地，经商
足迹遍及长江流域和天津等商埠。《鄞县通志》称:"至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 
 
从最近一次文物普查情况来看，宁波外滩的54处文物建筑中至少有31处与宁波商帮有关， 在这些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建筑

物，反映了丰富多彩的西式和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从建筑功能看，既有办公和宗教活动场所，又有金融、贸易和豪华住宅。为此，
外滩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宁波近代历史标志性地段，被《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为6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本历史文化保护
区保护范围为:东滨甬江，南接新江桥，西界人民路，北至轮船码头。在目前开发改造范围内，巡捕房、宏昌源号、朱宅和严氏山
庄四幢建筑被列为市级文保建筑。 



海商与宁波帮 



海商代表人物 

因为对外贸易利润丰厚，便有胆识过人的甬商甘冒风险，横渡波涛汹涌的大
洋，在中日之间经营航运和贸易。这在１２００年前决非易事，指南针尚未
发明，完全“听天由命”，任凭大洋环流和季候风带往目的港，风暴经常使
航船倾覆，或者把他们吹到不知哪个遥远的地方。但是，宁波人“恬风波而
轻生死”，海浪和风暴阻挡不住他们谋利的勇气，其代表人物李邻德、张友
信、李延孝等人的业绩，甚至记载于正统史书。被称为“唐商团”的李邻德
家族，曾在明州港与博多津之间往返百余次。张友信是中国航海史上公认的
大航海家、造船家，以日本肥前松浦郡港为基地经营海运业，参与这项事业
的人达３７人。而李延孝商团更是多达６０余人，活动于明州港和值嘉岛。
还有一个张保皋商团，从事明州与新罗的贸易，不但把浙东越窑青瓷运销朝
鲜半岛，而且还带去了青瓷烧制技术——明州也是“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
东亚、东南亚以及北非各地，都曾出土过上林湖越窑青瓷。 



宁波帮 

“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
象山、定海六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
人。宁波帮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中国传统“十大商帮”
之一，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
工商业的近代化，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
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
人所创办。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
繁荣都做出了贡献。宁波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世
界级的工商巨子。 
 



         明末清初为宁波商帮初始形成阶段，其主要活动地域在北京，主要经营行业是药材业和成衣业。 
 
         宁波帮形成后第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清乾嘉时期。这一时期宁波帮海商获得迅速发展。宁波帮的活动区域不仅在长江和南
北洋，而且延伸到海外，经营着合法而颇有规模的对日贸易。由于这一时期宁波帮的大发展，使一个普通的中国沿海地域商帮，
一跃成为国内著名商帮。 
 
         宁波帮形成后第二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鸦片战争后的数十年。鸦片战争后，宁波帮凭借自身特殊的有利条件，迅速介入新兴

的对外贸易领域，并形成了以买办商人和进出口商人的为代表的宁波帮新式商人群体。什么是买办？买办就是外资洋行中的中方
经理，是中西方贸易的中介人。我们说买办和进出口商人是新式商人，是因为他们从事的交换，已经不是以小农为交换两端的传
统交换，而是以中国农产品和西方工业品相交换的国际贸易。这种交换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冲击着中国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形
态，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 
 
         宁波帮形成后第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以新式商人为主的宁波帮商人将商
业利润投资于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等新兴领域，形成实力雄厚的宁波帮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这一时期的宁波帮以当时我国对
外开放的桥头堡——上海为基地，创造了100个左右全国第一，涌现出一批“大王”，抒写了中国工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 
         宁波帮形成后第四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的数十年。这一时期有一批宁波帮工商业者移资海外各地，但
大部分宁波帮工商业人士以香港这个国际自由贸易港为中心继续发展，其后裔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移居海外各地的宁波籍人士
一起，被称为现代海外宁波帮，他们在海外创造的业绩，举世瞩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香港、澳门的回归，海外以及港澳台积极投资内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

域，宁波帮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宁波帮与新兴的内地宁波籍人士实际上正在融合为新型的现当代宁
波帮。这个正在崛起的现当代宁波帮已经产生了若干新的组织。如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不少城市成立了以宁波籍人士为主
体的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特别是上海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和宁波同乡联谊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出版《海上宁波人》会刊。
我们镇海中兴学校校友会上海联络处还是他们的团体会员。这些协会既能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又带有鲜明的乡亲色彩，对于沟通

信息，加强交流，增进了解，解决困难，促进宁波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形成发展 



经济发展 

在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宁波帮占有重要地位。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不仅有力地瓦解传统的
自然经济结构，推动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而且使以洋货为载体的西方文明较快地进
入中国，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与此同时，宁波帮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特
别是发展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产业，并创造出一大批国货名牌，有效地抵制外货的倾销与
垄断，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竞争力。而由宁波帮经营的近代金融业以强大的实力有力地
支持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变革与运动 

近代以来，面对多灾多难，落后挨打的祖国，在外创业历经磨难的宁波帮商人多有一份振
兴中华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有的进而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其中宁波帮支持孙
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行动尤为人称道。 

许多宁波帮商人都程度不同地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表示同情与支持，有的加入同盟会，
参加革命活动，更多的则在经济上支持革命党人。如从事航运业的赵家藩、赵家艺是宁波
帮中的中小商人代表。1905年赵氏兄弟与革命党人张静江去法国巴黎经商，以所获利润
全部用于资助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著名宁波帮企业家项松茂、方液仙面对强
敌威武不屈更成为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 

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