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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14日 星期日A8 要 聞

唐代日本僧人圓仁西渡中國寫下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被視作世界東方遊記三大
名著之一，書中記載的 「如皋鎮」 「如皋院」 「如皋茶店」 ，以及 「掘溝北岸，店家相
連」 「水陸左右富貴家相連」 等歷史場景在江蘇南通如皋市的隋代古運河考古中獲得證
實。5月13日，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在如皋舉行的徐家橋遺址考古成果發布會，展示了考古
出土的唐代至宋代的文物標本200多件，顯示唐宋海上絲綢之路的繁華。

江蘇隋運河考古 印證遣唐使足跡
出土文物顯海絲繁華 脗合日本高僧遊記

大公報記者 陳旻如皋報道

責任編輯：林子奇 美術編輯：馮自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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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熱潮

秦剛：中歐關係穩定發展 要做到三個堅持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5月12

日，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奧斯陸會見中國國務委員兼
外長秦剛。秦剛表示，中方重視同挪威的關係，願
同挪方加強溝通，增進互信，推動合作。中挪應加
強在經貿、海洋、社會福利、綠色轉型等領域務實
合作，拓展合作的廣度深度，推動雙邊關係邁上新
台階。

訪問期間，秦剛還集體會見挪威議會外交與
國防事務委員會議員，同挪威外交大臣維特費爾特
舉行會談，雙方簽署了新版《避免雙重徵稅協
定》。秦剛並同維特費爾特共同會見記者。

斡旋烏危機中方堅持勸和促談
秦剛強調，烏克蘭危機的當務之急是停火止

戰，最終要通過談判方式政治解決危機。中方將始
終站在和平一邊，堅持勸和促談。希望危機相關各
方保持冷靜克制，共同為談判解決危機作出努力，
並着眼歐洲長治久安，推動構建均衡、有效、可持
續的歐洲安全框架。

秦剛表示，中國和歐洲是具有世界影響的兩
大力量、兩大市場、兩大文明。通過這次訪問，我
深切感到歐方加強對華溝通協調、推進互利合作的

積極意願。百年變局風高浪急，中歐關係要持續穩
定發展，需要做到三個堅持：

一是堅持包容的世界觀。全球性問題日益突
出複雜，各國人民的命運已經緊緊連接在一起，需
要攜手應對共同挑戰。中歐應該尊重和支持各國人
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共同積極回應國際社會的
普遍關切。戰後國際秩序必須維護，真正的多邊主
義必須堅持。

二是堅持進步的歷史觀。國際社會最需要的
是和平發展，是公平正義，是前進而不是倒退。冷
戰是人類的悲劇， 「新冷戰」 只會帶來更大災難，

嚴重損害中歐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嚴重衝擊多
邊主義和全球治理。中歐應共同反對 「新冷戰」 ，
帶頭推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把力量和資源用到
促進共同發展和繁榮上來。

三是堅持互利共贏的合作觀。中國是歐洲應
對風險挑戰的夥伴，中國向歐洲和世界輸出的是保
險而非風險。中挪、中歐一致反對 「脫鈎斷鏈」 ，
要共同堅持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方向，加強宏觀
經濟政策協調，深挖合作潛力，妥善解決彼此
重要關切，共同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
通。

如皋地處長江三角洲北翼，自春
秋以來鹽業興旺，西漢吳王劉濞從揚
州開邗溝至如皋煮海水製鹽售賣，開
鑿的古邗溝便為中國最早的鹽運河。
今日的如皋大部分地區至漢代尚為一
片汪洋，而如東則是於孤島之上；但
隨着長江帶來的泥沙沖淤，如皋大部
分地區在隋唐之際已成為陸地，如東
亦已連接大陸成為聯絡東海的港口。

填補學術空白日韓高度關注
自2015年6月起，賀雲翱教授的專

業團隊接受江蘇省文物局的委託，在
與唐朝時期日本遣唐使歷史及路線有
關的南通如東國清寺遺址和隋唐時代
掘溝運河遺址一線進行考古勘探和發
掘工作。

南京大學考古文物系及文化與自
然遺產研究所所長賀雲翱表示，此次
考古發現與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
記》的記錄相互印證，再度實證遣唐
使歷史，同時，由於這是古掘溝運河
沿線的首次聚落考古，填補了學術空
白，日本與韓國都密切關注此次考古
的重大發現。

「2017年，我們在南通如東的考
古，證實了晚唐國清寺遺跡是日本遣
唐使到達中國後登陸和停留休整且保
存至今的近海唯一一處明確可指的歷

史遺產。這次，我們在如皋徐家橋發
現了唐代的古運河遺跡。」 此次考古
發掘領隊賀雲翱介紹道，自2019年10
月起，南京大學和如皋市博物館聯合
對如皋境內大運河重要支線運河──
隋唐古掘溝遺址暨古通揚運河遺址區
域開展考古調查勘探，在如皋市如城
街道緊靠古運河的徐家橋段區域勘探
發現一處南北長約90米（東段）至120
米（西段）、東西寬約200米的古遺址
文化堆積最為豐富。

歷時十月發掘重現古代國際航線
經過近10個月的發掘和勘探，南

京大學考古隊在徐家橋遺址發現不晚
於唐代的古運河河道，根據唐代開成
四年（839年）日本遣唐使團中日本高
僧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
載，考古隊判斷此古運河河道正是隋
煬帝時期開挖的 「掘溝」 ，也是唐開
成四年日本遣唐使團去揚州及長安所
行走過的重要運河河道，與如東國清
寺遺址共同構成了南通 「海上絲綢之
路」 的重要歷史遺跡。

賀雲翱認為， 「這次發現使我們
構建了一個日本遣唐使從當時的首都
長安、洛陽一直通過揚州，再通過如
皋、如東後，穿越當時的東海抵達日
本這樣的一條古代國際航線」 。他說。

圓仁留華近十年
帶回經書794卷

日本19次遣使赴唐 僅13次成功

日本仁明天皇
於承和元年（834

年，唐大和八年），在時隔30年後，
決定向中國委派遣唐使，即第19次遣
唐使，也是最後一次。這次在日本遣
唐使歷史上十分不同尋常，使團規模
前所未有地達到651人。

歷經唐代三朝詳述所見所聞
在經歷兩次渡航失敗後，公元

838年（唐開成三年）7月8日，第19
次遣唐使船隊啟航，45歲的圓仁以請
益僧身份參與遣唐之行，他的《入唐
求法巡禮行記》從這一天動筆記錄。
歷經周折，圓仁一行在公元838年7
月27日到達位於今日南通如東的國清
寺。圓仁在國清寺生活15天後，從國

清寺乘船經過如皋掘溝運河到揚州。
自西渡到東歸，圓仁在中國歷時

9年7個月，歷經唐文宗、武宗、宣宗
三朝，撰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四卷詳細記述了他在求法過程中的所
見所聞，涉及唐代地理、行政制度、
社會經濟狀況。

圓仁回日本後帶回佛教經論、教
法、傳記等585部794卷，及胎藏、
金剛兩部，高僧真影、舍利子等法門
道具，還有五台山取得的土石。此
外，圓仁還帶回了可觀的中國詩文集
和各類雜書。圓仁帶回日本的佛像，
對日本的繪畫藝術產生了一定影響。
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多年來
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日本友人專程來江
蘇南通訪古尋蹤。 大公報記者陳旻

「來時求半偈，去罷悟真
空。」 在唐代，日本曾向中國

派出遣唐使19次，其中出行成功的有13次。唐
代遣唐使船在狂風惡浪中非常容易破損，動不
動就 「中斷，舳艫各分」 「打破左右棚根」 。
因此，在歷來派出的48艘船隻之中，沉入海底
者達12艘以上，獻出生命的多達千人。

日本派出遣唐使，除與中國修好外，主要
是學習唐朝文明，學習各項政治、經濟制度和
科學、文化、佛教等，肩負使命、出沒於大海
驚濤駭浪中的遣唐使，對當時及後來的日本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
響。遣唐使團是一個集外交、文化、貿易為一
體的綜合性政府外交團隊，成員有官員、隨
員、留學生、學問僧、船員等三十種職務。總
之，遣唐使團集中了當時日本在外交、學術、
科技、工藝、音樂、美術、航海等方面最優秀
的人才。

賀雲翱說，日本遣唐使活動是古代中日文
化交往及東亞區域文明發展史中的重大事件，
對日本文化發展有着革命性的意義。在日本19
次遣唐使歷史中，第19次遣唐使從中國濱海地
區的 「掘港」 一帶登陸，並得到海陵（今泰
州）鎮官員的歡迎和接待。 大公報記者陳旻

考古價值：
•長沙窰殘瓷片的出現，意味
着長江流域與運河交流互動
實物資料；鹽運勞動生產者
比普通農人生活富足；印證
了日本遣唐使途經如皋這段
歷史時期活動的軌跡。

考古價值：
•在古代，鐵和鹽皆為官方控制，
鐵可以打造兵器，而百姓沒有鹽
難以生存。這件出土釘鈀與現在
農村仍在使用的沒有區別，表明
宋代金屬工藝和製造業的先進性
與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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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價值：
•景德鎮在宋景德年間因陶瓷得
名。這件瓷器說明唐宋以來尤其
是宋製瓷業的迅猛發展，產品已
經銷售到全國及東南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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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
冒險渡海

考古價值：
•建窰建盞燒製技藝，福建省
南平市的地方傳統技藝，
反映出唐、宋時代古 「掘
溝」 運河沿線及濱海區域
城市交通和商業的繁榮。

景德鎮窰影青瓷

建盞

唐代長沙窰瓷片

磁州窰劃畫
考古價值：
•磁州窰是創燒於北宋中期的民窰體系，劃畫
工藝的出現是古代勞動人民創新突破，使其
日用產品向裝飾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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