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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凸显浙东地区的舟船文化亮点。
例如，表征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河姆渡文化，反映越族先民水上活动的跨湖桥文化，不
断开拓的明州港以及南北航路的开通，秦汉时期开创的“海上丝绸之路”，名扬南北的明州“神舟”
、“封舟”等名船，记有古代先进航海造船技术的古籍《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出土的北宋宁波海船
和明代象山海船，别具特色的浙江船型⋯⋯这些都牢固地确立了宁波舟船文化在中国舟船文化中的重
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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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士民，研究员，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领队资格。
1934年出生，1953年毕业于浙江省立锦堂师范，从事考古工作近40年，曾任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
长。
早年参加河姆渡遗址发掘，在史前考古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并致力于越窑、青瓷研究，出版了《海上
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青瓷与越窑》、《三江变迁——宁波城市发展史》、《万里丝路
——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合著）、《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等专著。
《青瓷与越窑》成为国内外第一本研究越窑的专著，在业界享有很高声望，并受日本、韩国、东南亚
诸国邀请多次访问考察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考古成果多次获省市优秀成果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
——录自《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年发展历程回眸》专家团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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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江南与韩国、日本的海上交往到底始于何时？
浙江地域与韩国、日本的海上交往到底始于何时？
这些历史之谜的解决，不仅关系着远古中国江南与韩国、日本的人种交融、文明发展、文化交流诸问
题的解决，而且关系着中国江南特别是浙江与韩国、日本的现实交流与合作，同时，还关系到古代日
本列岛从野蛮时代向蒙昧时代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问题。
为了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经外交部、公安部、解放军总参谋部批准，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①和韩国探
险协会、东国大学共同策划组织实施了1996年、1997年两届中韩跨海竹筏漂流学术探险活动。
1996年的中韩漂流由于受台风影响，竹筏在距韩国黑山岛不远处折转方向漂向山东半岛。
1997年6月15日至7月8日，一名中国队员和四名韩国队员驾驭着最原始的水上交通工具一一竹筏，采用
最原始的交通方式--漂流，仅凭季风和海流，不用任何机械动力，经过24天波谷浪尖的颠簸，终于从
浙江舟山漂流到韩国仁川，完成了人类文献记录中前所未有的壮举，为中韩友好交往史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中韩竹筏跨海漂流的成功，验证了中国江南与韩国的海上交往应不会晚于新石器时代，所凭借的
交通工具不是船而是筏。
这就把学术界一般所认为的中国江南与韩国的海上交往始于战国时代向前推进了几千年。
这一学术探险成果的取得，改写了东亚研究史，令一系列中韩之间和中日之间的千古之谜显出了轮廓
。
譬如：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是何时开始由野蛮步人文明的？
如果说是中国大陆文化传人的影响，那最初的途径是什么？
作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是稻作文化，一般都承认这是中国稻作文化的东传，但
它的东传之途在哪里？
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河姆渡为中心的稻作文化，对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民族生存和文明发展
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稻作文化的东传途径一直是学界的论争焦点，而解决该论争焦点的关
键则是：三四千年前的条件是否可能让人从中国江南直接渡海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中韩竹筏漂流的成功，无疑为稻作文化直接海上东传说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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