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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的船，不仅是水上交通工
具，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它
们见证了宁波从远古渔村发展成国
际大港的历程，也承载了宁波人民
与海洋的深厚情感。

所以，一椽一木皆有考究，一
钉一铆皆有来历。探寻宁波的船，
也是在回溯宁波城市的发展历史。

一 方 面 ， 基 于 生 产 生 活 的 需
求，宁波制造了船。

八千年前，古宁波湾的先民依
山傍海，以渔业捕捞、采集、狩猎
为生；背靠山地，木材丰富，就地
取材，刳木为舟，渡水而行，扩大
活动范围。

所以简易的独木舟，不仅是一
种开创性的发明，更是远古先民生
产生活所必需的交通工具。

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
对自然资源的探索利用，原始简单
的独木舟，逐渐发展成为先进多样
的 船 只 。 例 如 ， 为 了 加 快 行 驶 速
度，人们会在船上加装风帆，借助
风力推动船只前行；再比如，春秋
战国时期的战船两侧，安装着数十
对划桨，使其在水上如箭般疾驰，
等等。

同 时 ， 生 产 生 活 需 求 的 多 样
化，也促成了船只种类的丰富化、
功能的专业化、结构的复杂化。无
论是宋代神舟的出使远洋，还是历
代商贸航运，再或是渔业捕捞作业
等，都催生出各式各样的船只类型。

然 而 ， 从 认 识 海 洋 、 适 应 海
洋，再到利用海洋、跨越海洋，是
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从古至今，生
活在宁波这片土地上的人，会把他
们最深沉的智慧、最丰富的经验和
最朴实的情感，赋予每一艘船。

宁波工匠的审美观念，会深深
地 融 入 他 们 的 “ 作 品 ” 之 中 。 从
船首至船尾底部，由 V 型向 U 型的
巧妙过渡，是“浙船”所独有的船
型设计……可以说，每一艘诞生于
这片土地上的船，都有着独特的地
域烙印。

见微知著，臻于至善。造船业
的 发 展 历 程 ， 同 时 也 是 贯 穿 千 年
的、宁波制造行业的一个缩影。它
代表着不同时代的高超技术水平，
也代表着向新求变、探索未知的时
代精神。

另一方面，船也成就了宁波。
作为一个可以跨越大江大河大

海的交通工具，船的存在，打通了
宁波与外界的联系，为这座城市带
来了繁荣与机遇。

从对外交流的角度来说，宁波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站
在 了 政 治 、 经 济 、 文 化 开 放 的 前
沿 。 船 只 频 繁 往 来 ， 货 物 源 源 不
断，宁波是全球好物的集散地，也
是多元文化的交汇点，更是与世界
对话交流的桥头堡。

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来说，船只
往来间，形成了独特的水乡风情，
也丰富了宁波的民俗文化。比如，
出土于鄞县 （今鄞州区） 云龙甲村
的巴掌大的青铜器，上面刻着羽人
竞渡的清晰纹样；再比如，罗盘等
航海工具的发明与运用、妈祖等海
神信仰文化的孕育等。

当前，借助于宁波发展水下考
古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天然
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和先发优势，
更多“沉睡”于海底的船只，将带
着它们封存已久的故事，逐渐浮现。

至于通过各种科技手段去保护
这些已被海水腐蚀的古代船板、木
材，是因为在时间的“包装”下，
它们已不是简单的木头，而是承载
货物贸易、文化交流的载体，被赋
予了特别的意义。

而 今 ， 这 些 不 同 时 代 的 “ 载
体”，分布在世界各地，可能大部分
还淹没在水下、“沉睡”在海底。如
果把它们所在的位置串联成线，一
条条不同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
会不会清晰呈现？

所以说，船，是破解海上丝绸
之路的历史密码、重建海上丝绸之
路的文化基因。呵护每一块船板，
研究每一艘沉船，就是在还原一段
段历史，再现宁波昔日的海洋文明。

记者 张芯蕊

宁波宁波

船船
一条从8000年前
驶来的

“宁波，你是一条船，一
条乘风破浪的船。”在浩瀚的
历史长河中，宁波的舟船文化
流淌着无尽的传奇与智慧，如
珠链般“串联”起八千年的历
史。

滨海之城，大运河畔，碧
波荡漾，船儿轻舞飞扬。

千百年来，船是这座城市
生活的“主角”，穿梭于繁华
市井、静谧乡间，并驶向更广
阔的海洋。

“一部舟船史，半部宁波
史”。古老的造船技艺、独特
的航运文化，以及那些流传千
古的航海故事……船，是宁波
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构
成了宁波独特的城市记忆。

让我们泛波于历史长河，
循着舟船文化的脉络回溯，透
过“一叶扁舟”，一览宁波海
洋文化的壮丽篇章，领略中华
海洋文明的恢宏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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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港口博物馆研学活动。（中国港口博物馆提供）和义路瓮城基址和南宋内港运输船出土位置图。（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提供）

2003年在和义路发现的南宋内港运输船。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提供）

“创新 5”轮开创了万吨级江
海直达船舶从沿海直航长江上游
的历史先河。 （王嘉彬 摄）

借用艾青的诗，“为什么我的眼
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
深沉……”

为什么千百年间，船烙印在这
座城市的记忆里？因为宁波对船爱
得深沉……

对于宁波来说，船的故事可以
很大，大到贯穿数千年，几本书也
很难讲完；关于船的故事也很小，
它们分散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
一处细节。

在一个成长在内陆城市的人眼
中，船是陌生的。但当走进这座水
网密布的城市后，仿佛在很多个生
活、工作的瞬间，也渐渐和船“熟
络”了起来。

所以，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
我也顺带整理了一下自己有关船的

“记忆”。虽然琐碎，但却能找到这
座城市与船之间深深牵绊的某些原
因。

开渔节前的象山石浦，一艘艘
排列成行的渔船在港伏休，阵仗颇
为壮观。身旁的人指着远处的铜瓦
门介绍：“等到一声开渔的号令，这
些渔船都会穿越这道‘门’，再次起
航。”

等待出海，亦是盼望丰收。渔
民与水为伴，船是生存工具，更是
一家人生活的重心。渔民爱船，爱
它带来的“小确幸”，也感慨于它与
自己相伴大半辈子的辛劳。

去年年末，在迎接新岁的喜庆
氛围中，北仑梅山湾的一个小小码
头上，“中国宁波一号”赛船缓缓靠
岸。

“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的外
孙、知名“宁波帮”人士包文骏说：

“宁波是我的故乡，北仑梅山湾是
‘中国宁波一号’帆船队的母港。”

这一次，船是乡愁与归心。船
归母港，游子回乡。

再走进中国港口博物馆，从象
山渔山海域发掘的“小白礁Ⅰ号”
沉船，静静地躺在展厅的落地窗后。

空气中的味道，带着一丝海水
的 咸 腥 。 曾 经 的 它 满 载 着 货 物 出
海，却意外“沉睡”于海底，等待
了数百年的时光。

如今，一片片木板早已不成模
样，但看护它们的专家依旧舍得用
十几年的时间，为它还原全貌。

在这里，船是这座城市的“时
间胶囊”，那些无法穿越时空找到的
城市记忆，船替它保存着。

宁波人对船的情感，不仅仅是
一种生活的必需，更是一种精神的
寄托。

宁波人爱船，把船写成歌，把
船绘成画，把船填进生活。

这座城市对于船，爱得如此深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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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7 日，历经 45 天时间、5200 余公里航

程，“创新 5”轮载着颗小巧的宁波“心脏”，成
功完成“宁波舟山港—重庆”江海直达航线首
航测试任务，开创了万吨级江海直达船舶从沿
海直航长江上游的历史先河。

一颗“心脏”，宁波制造。
由宁波企业自主研制的双电控、双燃料动

力系统，代表着先进的新质生产力，在宁波的
舟船史上，再次落下了新的锚点。

然而，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这座城与
船关联已久。

八千年前的古宁波湾，山海相接之处，条
条大河向东延伸至大海，生活在近海浅滩的先
民，必须学会与水打交道。

“出海捕鱼、渡水上岸，无论是出于劳作还
是生活的需要，船的出现，都是生活在这片土
地上的人们自然而然的选择。”宁波市文化遗产
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林国聪说。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背靠山地，就地
取材。从井头山遗址中出土的木桨，照见了人
类文明史上最初的船——独木舟的存在，宁波
约 8000 年的造船历史由此开篇。

然而，一片浅滩承载不下渴望与梦想，海
的那边更是充满未知与向往。

“在‘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中，当独木
舟无法满足人们更大范围的活动需求、驾驭不
了更加复杂的水域环境时，宁波的造船业也在
因时因地、不断地革新发展。”林国聪说。

在探索与实践中，仿佛自带某种“天赋”

的宁波先民，在造船这个行当里匠心独运。
2000 年前，灿烂的越文化在宁绍地区孕育

了兴盛的造船业。《越绝书》 中记载，地处东南
滨海的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顺风张
帆，乘风远航；逆风划桨，与风相抗。“往若飘
风，去则难从”，描述的正是战国时代越人驾驭
船帆的景象。

唐代盛世，透过一艘“出厂”于明州 （宁
波） 港造船场的龙舟，我们与千年前慧心巧思
的造船工匠不期而遇。

从有较大浮力与较好防腐性的红松选材，
到展现榫接、钉合工艺的卯口、铜钉，再到对
航行阻力、航速、排水量等经过精心设计与计
算后的船体结构⋯⋯造船技术集大成于一艘小
小龙舟，更显其工艺之不凡。

时间流转至宋代的海运码头，“潜伏”在宁
波海船船壳外侧的一根舭龙骨，犹如镶嵌在这
艘大船上的“定海神针”。这项比国外约早七百
年的技术发明，即便在现代海洋船舶的制造中
依旧被普遍应用。

当人们需要走得更远、驾驭更大的风浪、
承载更多的货物，有着复杂结构和强大动力的
船舶就应运而生。

“建造一艘船十分不易，它所应用的工艺必
然‘浓缩’了每个时代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林
国聪说，“从石器到青铜器、再到铁器，生产工
具步步精进，生产需求日益复杂，宁波的造船技
术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变革与飞跃，也代表着古
代宁波制造的智慧结晶与历史贡献。”

在对海域缺乏探索与了解的时候，海洋被认为是壁
垒，是隔绝。但因有了船舶的承载，“古代借助于洋流和
季风，海运反而是比陆运更为方便、快捷的存在”。

就在一个星期前，宁波舟山港再添“一带一路”新
航线。这一次，来自宁波及周边城市的“中国制造”，将
通过“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更快地抵达太平洋的另
一端。

从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到万斛“神舟”出使高丽
的记载⋯⋯千百年来，船行驶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条条
从宁波向世界延伸的航线。

文明对话的桥梁，就此搭建。
“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家喻户晓，更是比欧洲航海家地

理大发现早上半个多世纪的全球重要航海事件。有史料
明确记载，位于宁波象山东南 26 海里洋面上的渔山岛，
正是其中途航经的一处海上站点。”林国聪说。

巧合的是，大约 400 年后，清代道光年间，一艘远
洋木质商船或是因为某种意外，永远地停在了途经象山
渔山海域的航线之上。这艘因发现于渔山岛小白礁畔海
底而得名“小白礁Ⅰ号”的沉船，就此成为往来千帆经
过的明证。

千年海上丝绸之路，宁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
而今，以“一带一路”为引领，以舟船为媒介，宁

波正在不断开拓新的航线，让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更加紧
密：

截至目前，宁波舟山港航线总数达 302 条，其中
“一带一路”航线已开通 130 条，占这座世界大港海上航
线总数的四成以上；

今年第一季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了“全
球港口连通性指数”，根据每周班轮停靠频率、接卸的最
大船舶尺寸等指标，衡量港口发展，在全球 1300 多个港
口中，宁波位居全球第二；

⋯⋯
“站”在北纬 30°线的最东端，有着与生俱来的开

放性基因，宁波，本就是一条联通世界的船。要讲船，就不能只讲船，还要讲船所带来
的人流汇聚、商贸往来。

6 月 4 日，在宁波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推进会
上，在进一步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部署中，船与港、城市、商贸的紧密联系再次
凸显：

万吨巨轮昼夜不息地停靠，创造了宁波舟山
港年货物吞吐量连续15年位居世界第一的成就；

无数集装箱车在港口与内陆之间穿梭，稳
居世界前三的年集装箱吞吐量，织就了一张覆
盖全球的贸易网；

⋯⋯
宁波这座港城的“烟火气”，离不开一艘艘

从世界各地奔涌而来汇聚于此、又由此扬帆起
航驶向五湖四海的船舶。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不是简单的重
复”。穿越时空，以上种种繁华盛景，在宁波城
的前世今生，总能寻得踪迹。

句章港，因船而生。
春秋风云，吴越争霸，也是甬江流域社会

经济发展的时期。在造船业进一步发展的背景
下，设置于句章的造船场，促成了古港的形成
与崛起。从重要军事基地到通向海洋的重要门
户，船是“推动者”。

明州城，因船而兴。
舟楫往来，帆影点点；商船如织，货物如

山。唐宋时代的明州城，三江枢纽连着四方海

域，江海联运沟通串联着内陆与海洋，商贸的
繁荣自港口始，绵延至整座城市，船是“见证
者”。

“这是一艘南宋的内港运输小船，2003 年在
和义路发现，如今已经修复完好。”顺着林国聪
手指的方向，一艘木质小船静静“停泊”在国
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的沉船保护修复
展示室内。说是小船，但船高过人，船身亦宽
敞，在参观者面前仍是个庞然大物。

“宁波是一个面向海洋的国际性港口城市，
它的经济腹地通过浙东运河与长江中下游乃至
更广泛的地区联系起来，因此内港运输船有着
重要的作用。”林国聪说，当外海的商贸大船到
达宁波湾后，货物的转运与人员的上下，都需
要这样的小船。

时光易改，但从海外转运至内陆、从内陆
转运至海外，来来往往间，互通有无的模式，
千百年来从未改变。

港城宁波，因船而盛。
历经宋元明清的千年发展，宁波，港与城

早已融为一体。
即便在如今，宁波人的生活范围与繁忙的

宁波舟山港港区鲜有交集，但随处可见的集装
箱、川流不息的货运车辆，正是这座繁荣港城
的生动注脚。

商贸的繁荣与船运的发达相辅相成。港城
相依，是船在维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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