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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絲綢之路是在西元前 2世紀至 19 世紀中後期蒸汽動力取代

風帆動力前的漫長時段裡，古代人們借助季風與洋流等自然條件，

利用傳統航海技術溝通世界中低緯度主要海域及沿海地帶，開展多

領域交流的海路網路。海上絲綢之路沿線遍佈的遺產，反映出長達

兩千年的古典風帆航海時期，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之間積極而深遠

的相互影響，特別是在宗教信仰及建築、生活習俗、生產技術等方

面，展現了世界各大文明之間的跨海交流，具有鮮明的歷史、藝

術、科學以及文化、社會和時代價值。 

2022 年 11 月 16日至 17日，“海上絲綢之路”國際文化論壇

在中國澳門召開。我們，來自中國內地、中國香港、中國澳門、英

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印尼、斯里蘭卡、葡萄牙、美國、孟

加拉等國家和地區，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

等國際遺產機構的代表，來自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城市代表，共

計 100餘人參加論壇。參會代表就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與價值、保

護與利用、可持續發展、國際合作等話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

討，形成了如下共識。 

我們回顧，20 世紀 80 年代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展的“對話

之路”專案，激發了國際層面對海上絲綢之路作為人類共同文化遺

產概念和價值的認知。2008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文化線路憲



章》的發佈，有力引導了大型文化線路的價值認知和聯合申遺機

制。2014年“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成功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為海上絲綢之路申遺注入信心、提供借鑒。2017年在倫

敦召開的海上絲綢之路申遺國際專家研討會，2019 年在澳門召開的

海上絲綢之路研討會，以及各國近年來陸續召開的海上絲綢之路學

術會議，均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國際協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我們認為，在歷史、考古、文物保護、人類學、社會學、城市

研究、生態研究、海洋研究等領域，已形成了豐碩的關於海上絲綢

之路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的新的考古發現，不斷提升的文物保護

科學技術手段，不斷革新的遺產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理念，為海上絲

綢之路未來的保護與研究提供了學術資源。 

我們也看到，當前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保護面臨巨大挑戰。

對海上絲綢之路歷史和價值認知不充分，遺產保護管理不系統，由

城市擴張帶來的人為衝擊，由氣候變化、海岸線變遷等自然因素帶

來的保護壓力，都使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面臨保存危機。 

因此，將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遺產，並加以妥善保護、有效

管理、活化利用，將極大推動沿線各國家、族群、文化之間的交流

互鑒，共同守護屬於全人類的海洋相關遺產。 

為此，我們共同發出如下倡議： 

第一，深化國際合作。海上絲綢之路作為一個複雜交通網絡，

涉及的地理空間覆蓋了大半個地球，關聯著人類近兩千年歷程中多

個特質鮮明的文明板塊。今天的海上絲綢之路保護研究之路，也應



該由全世界共同開拓。國家政府、學界、民間團體都能在其中發揮

作用。 

第二，夯實學術基礎。推動海上絲綢之路學術體系不斷完善，

構建對話交流平台，共用最新成果。解析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與現

實，建構海上絲綢之路整體價值論述，釐清海上絲綢之路各組成部

分的地位與作用。 

第三，推動申遺進程。鼓勵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共同推動海

絲概念性檔和主題研究，並邀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古跡遺址

理事會積極參與及提供技術指導，確定申報技術路線和操作框架，

為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提供操作框架，為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

區相關遺產地申報世界遺產提供基礎支撐。 

第四，加強保護能力。聯合開展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保護，

搶救瀕臨消失的遺產；吸納海洋學、環境學、氣候學等自然學科最

新成果，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和海洋變遷，開發使用高科技、環保的

保護材料與方法。 

第五，充實專業隊伍。通過舉辦研討會、培訓班等方式，帶動

海絲研究與保護管理工作的能力建設；尤其鼓勵青年學者參與海絲

保護發展事業，使相關研究和實踐持續深入，緊跟時代發展。 

第六，提升數位化水準。開展遺產資訊數位化採集和分析，推

進數位化檔案建設，建立海絲考古、歷史、人類學等研究文獻資料

庫，搭建網路平台，推動資源分享。 

第七，探索活化利用。增強海上絲綢之路遺產的活化利用水

準，帶動海絲遺產融入經濟社會發展與社區更新，推動海絲價值推



廣、知識普及和精神引領，提升展覽展示闡釋水準，推動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有效傳承，賦權當地社區參與遺產保護與管理，發掘保護

傳承傳統知識，守護民間記憶。 

我們期待，在共同價值框架下，通過形成廣泛的研究與保護合

力，為更多的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帶來福祉；以申報世界

遺產為契機，推進面向全球海洋遺產的富有持續活力的學術研究和

保護實踐，為全人類文明交流互鑒共同譜寫新的華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