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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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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汕宣 黄敏哲

6 月 8 日，2023“世界海
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场
活动在汕头举办。这座因海
而生、伴海而兴的城市，再次
站在世界的聚光灯下，让汕头
“海丝文化”这张城市名片更
加耀眼夺目。

三江入海，潮涌不息。漫
长的海岸线，塑造了汕头悠久
深厚的海丝文化。由于独特
的地理位置，汕头在海上丝绸
之路中扮演重要角色，海上贸
易、文化交流经久不衰；近代
以来，无数潮汕人民乘坐红头
船远渡重洋，谱写了一段辉煌
与辛酸并存的华侨奋斗史。
可以说，蕴含着海洋文化、商
贸文化、华侨文化等的海丝文
化已深深植入汕头的文化血
脉之中。

步入新时代，汕头持续加
强保护海丝文物，创新形式弘
扬海丝文化，为其注入了新的
时代内涵，将坚毅勇敢、开放
包容、心系家国的汕头海丝文
化精神融入汕头高质量发展
的进程，充分展现和美侨乡的
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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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紧时代使命
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海丝文化

文/李宏新

蜿蜒两百多公里的海岸
线，境内韩江、榕江、练江三
江汇入南海，全国唯一一座
拥有内海湾的城市……这些
独特的地理环境缔造了汕头
的海丝文化。自古以来，潮
汕地区就是重要的通商港
口，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据
一席之地。

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常务
理事、学者李宏新表示，汕头
自古以来便是“海丝文化”的
重要节点，与沿线的域外地
区和国家的交流合作源远流
长，先秦时期，南澳象山人来
自潮汕之外海路，此后南澳
多次成为东西方交通和商贸
重地，仅16世纪至19世纪初
期之间，南澳便标注在近十
种东亚、世界的航海图、贸易
图上。

2010 年，在汕头南澳岛
东南三点金海域，一艘明代
古沉船被发掘出来，船上发
现约 3 万件出水文物，包括
瓷器、陶器、金属器、石器、骨
器、漆木器等。经过考古论
证，当年这艘装载着数万商

品的商船从漳州月港出发，
却不幸沉没在茫茫大海中。
明代古沉船的挖掘，呈现出
汕头繁荣海上贸易的一角，
以实物的形式论证了汕头
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
地位。

开埠通商以来，汕头与
世界的交集日益频繁，港口
地位日益突出。李宏新介
绍，1928 年，仅今汕头市小
公园一带便录得美国、英国、
德国、日本、荷兰等外资商户
56 家，现代交通、通讯、医
疗、卫生、教育、工业、报业
等，以及若干先进科学知识、
文明理念均在汕头首开先
河，进而流布内陆；汕头及周
边城市的商品，包括潮汕文
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由此输出，传布东南亚乃至
全球。丰富多样的文化在碰
撞交流中，形成了汕头开放
包容的海丝文化特质。

历史的潮水奔涌至近
代。为了生计，潮汕先民乘
着红头船出海谋生，将微薄
的工资通过一封封“银信合

一”的侨批寄回家乡，跟随侨
批一道回乡的，还有海外游
子的思乡爱国之情。这段荣
光与辛酸并存的岁月，见证
了潮汕人民征服浩瀚大海的
冒险精神，这股勇敢坚毅的
精神力量，同样镌刻在汕头
海丝文化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心系桑
梓的海外华侨纷纷回乡，助
力经济特区建设。资金、技
术、理念等纷纷流入汕头，
开企业、办医院、筑道路、建
学校……为汕头经济特区的
发 展 建 设 作 出 了 巨 大 贡
献。可以说，浓厚的家国情
怀与祖根意识，是汕头海丝
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
成部分。

在时代的变迁和发展过
程中，海洋文化、商贸文化、
华侨文化等多元文化内核不
断交织碰撞，构建出绚烂多
元的汕头海丝文化。伫立时
代潮头，汕头不断加强对海
丝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进一
步扩展海丝文化的丰富内
涵，构筑粤东文化新高地。

日前，“侨批纸短 家国情
长——汕头侨批文化艺术展”
在香港大会堂举行。一封封
泛黄的汕头侨批和相关实物，
为人们展现了老一辈汕头人
敢于拼搏的创业精神和心系
家国的情怀。

作为全国知名侨乡，汕头
一直以来十分注重“侨”文化
的打造，做好新时代“侨”文
章。漂洋过海的侨批，作为潮
汕人民共同的精神纽带，是新
时期汕头擦亮侨乡名片、丰富
海丝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汕头持续加强对
侨批档案的保护工作，制定出
台《汕头市加强侨批档案工作
实施方案》，对全市范围内的
侨批档案存量、保存现状等基
本情况进行摸查，大力开展侨
批档案征集、整理工作，并运
用科技手段，推进侨批数字化
进程。至 2022 年底，汕头市
档案馆仍然是国内实寄侨批
原件藏量最多的国家综合档
案馆，馆藏侨批档案实体已超
8.6万件。

在澄海区樟林古港，一
艘长 25 米、宽 9 米、高 7 米的
仿真红头船立于古港河道中
央，仿佛正述说着潮汕人“过

番”出海的艰辛岁月。地处
韩江出海口的樟林古港，自
明清以来一直是汕头重要的
港口，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重要节点和“广东十大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地理坐
标”之一。近代以来，无数潮
汕人坐着红头船从这里出
发，踏上海洋冒险之旅。

作为红头船的故乡，汕
头持续加强对樟林古港的保
育活化工作，擦亮海丝文化
和潮侨文化品牌。澄海区东
里镇党委副书记蔡业嘉介
绍，2008 年以来，东里镇以

“潮侨故里 海丝樟林”为主
题，逐年提升樟林古港古驿
道保育活化、侨乡资源平台
和文旅融合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永定楼、秦牧故居等历
史建筑得到修缮，古港广场、
新兴街、古码头遗址等地进
行了改造活化，基础设施日
益完善，这座百年古港正焕
发出新的生机。

走进南澳县海防史博物
馆，经处理后的出水文物默默
躺在“南澳Ⅰ号”展陈的橱窗
内。2010 年起，“南澳Ⅰ号”
古沉船露出水面之后，考古团
队陆续对文物进行仔细鉴定

和保护修复工作。2016 年 2
月，“南澳Ⅰ号”出水文物精品
陈列在汕头市博物馆展出，数
百件出水文物重回“娘家”；
2020 年，南澳县更是打造了

“南澳Ⅰ号”展陈，作为汕头市
“八个一批”工程项目之一，全
方位对该批出水文物进行展
示和宣传。

据介绍，“南澳Ⅰ号”出水
文物数量庞大，诸如展陈内的
出水文物，大多是脱盐脱水完
毕的，而部分文物仍然在进一

步的修复和保护当中。这批
见证海上丝绸之路辉煌岁月
的出水文物，将把璀璨海丝文
化继续传承下去。

加 强 侨 批 档 案 保 护 工
作、打造“南澳Ⅰ号”出水文
物展陈、修缮历史建筑再现
商贸盛景……近年来，汕头
持续加强保护海丝文物、弘
扬海丝文化，让海丝文化传
递出的精神力量代代相承，
推动汕头打造活力特区、和
美侨乡、粤东明珠。

今年 4 月，汕头市举办
“侨聚鮀城 共商发展”——
侨助汕头高质量发展大会。
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齐
聚汕头，发挥汕头侨乡优势，
共同助力高质量发展。

伴随时代发展变迁，传
统文化既需要保护传承，更
需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汇集“侨”力量，做好“侨”文
章，是新时期汕头积极探索
海丝文化新内涵的应有之
义。经过近十年的建设，汕
头积极打造汕头华侨试验
区，发挥汇聚侨智侨资、加强
对外交流的重要作用，吸引
港澳台、海外华侨华人和海
内外高层次人才创新技术和
创业项目落户。

面向未来，汕头正全力
推进海外华文教育创新发展
中心、侨情资源库、数字虚拟
潮汕家园平台“三大工程”，
开展文化引侨、平台联侨、政
策惠侨、经济聚侨“四项行
动”。借助筹办 2024 年第二
十二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和
第十届国际潮商大会的重要
契机，汕头正大力推进侨务
工作，赋予海丝文化、侨乡文
化新时代内涵，助力汕头实
现高质量发展。

在刚过去不久的国际博
物馆日，汕头各个展馆纷纷
向市民开放：在“南澳Ⅰ号”
明代沉船出水文物陈列展，
游客戴上VR眼镜，沉浸式地
进行一场数百年前的海上冒
险之旅；在潮汕华侨历史文
化陈列展，大量“声、光、电”
展陈互动装置等现代化展陈
手段，让人们真切地感受那
段潮汕华侨的奋斗岁月……

打造多媒体展陈、运用
数字化手段、制作新媒体产
品……这些丰富的展示形
式，让无声的海丝文物“活”
了起来。近年来，在梳理并
保护好海丝文化的基础上，
汕头不断创新传统文化展示
形式，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化产品，加强文化对外交
流活动，让海丝文化成为汕
头璀璨夺目的文化新名片。

经过多年的打造，如今
的樟林古港从原先的抢救性
修缮，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
文旅目的地，不断挖掘海丝
文化、潮侨文化内涵，打造成
为汕头文旅融合的新平台。

蔡业嘉告诉记者，东里
镇将引进市场主体对整个
古港片区进行商业化的经
营运作，深挖樟林古港历史
文化街区的潜在价值，在保
持风貌协调和樟林历史文
脉的基础上，培育精品旅游
线 路 ，致 力 打 造 集 历 史 古
迹、文化休闲、旅游观光、娱
乐购物于一体的特色历史
文化街区。

同时，充分利用街区的
建筑元素和发展空间，深挖

“潮”“侨”文化个中真味，真
实再现樟林古港的繁华风貌
和韵味，打造远近闻名、以史
感人、以侨动人的侨文化基
地和教育研学基地。

“以古港广场为地标，向
东延伸到中山路，向西延伸
到古港码头，沿途串起商业
主体、研学基地、体验中心等
场所，将古港广场打造成为
汕头文化地标，成为汕头文
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蔡业
嘉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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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文物馆内的侨批展陈

“南澳Ⅰ号”出水文物展陈

拥 有
8000 年 人 类

生 活 史 、海 交
史的汕头长期是

中外文明交流、融
汇、阐扬的桥头堡，

以及“海丝文化”活动
的自觉发起者、深度参

与者和重要推动力量。
“海丝文化”是动态

的，它不仅需要保护，更
需要适应历史潮流发展。
汕头市有着底蕴深厚的“海
丝文化”，目前，文化史迹、
遗址和博物馆仍被普遍认
为是可以最直观、直接呈现
丰富内涵的物事。以此为
例，樟林古港史迹、“南澳Ⅰ
号”明代古沉船遗址和侨批
文物馆、潮汕华侨博物馆以
及小公园开埠区、西堤公园
的“侨批广场”、红头船公
园等均得到保护、完善或
建设。其他如华侨经济
文化合作试验区等，均较
好地融入了海洋文化城
市氛围，同样契合时代
的潮流，应能取得好
的效果。

“海丝文化”与
“ 华 侨 文 化 ”紧 密

相 关 ，两 者 在 不

少时候具有“同一性”。近
年来，汕头各个部门将两者
联系起来，统筹工作，无论
是新民谚“不到汕头，枉称
食货”“一曲英歌动九州”，
还是获得第 22 届国际潮团
联谊年会主办权、开展“海
外华文教育”项目等，均使
得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大规
模地远播海外，而不少侨胞
纷 纷 在 网 络 转 发 ，为 家 乡

“ 点 赞 ”，令 人 感 受 到 乡 愁
和自豪之情，总体效果颇为
显著。

汕头市已获“海上丝绸
之路重要门户”和“（广东）
省域副中心城市”等战略定
位，承接着互联互通的新时
代历史使命。个人认为，汕
头首先必须时刻扣紧这个
时代使命，才能更好地传承
和弘扬海丝文化，发扬海洋
精神。

在统筹管理方面，汕头
市可以考虑就“海丝文化”史
迹（遗产、遗址）保护、利用
方面进行专门立法；在交流
传播方面，汕头市可以考虑
加大力度、实实在在地支持
民间交往，例如在本地营造
交流氛围，在海内外畅通沟
通渠道等。

如今的华侨试验区成为经济发展沃土 陈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