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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研究院张铠将
11—13 世纪“席卷全球”的商业
革命和城市革命创意地称为“泉
州—威尼斯轴心时代”。正是马
可·波罗谱写中国与西方文化交
流史诗的时代，他一个人为这两
大城市做了纽带，是“泉州—威尼
斯轴心时代”最富代表性和典型
性的人物。

历史上，泉州是推动宋元海
外贸易发展最具辐射力的港口城
市，而威尼斯则是激发地中海商
业革命活力的海上商业帝国，所
以把产生“宋元海外贸易”和“地

中海商业革命”的时代称为“泉州
—威尼斯轴心”时代，是个非常好
的概念，可以非常形象地描述那
个时代。马可·波罗像一团火，点
燃了西方人对东方的热情，他的
游记激发了西方人对于遥远异
域，尤其是对中国的向往。

在 21 世纪，更应该加强交流
与合作，让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再展风采。中意两国是世界遗产最
多的两个国家，可以加强世遗城市
保护管理先进经验的交流。学术交
流合作方面，在移民研究上，两国
人民都有非常强烈的家乡情结和

回 报 国 家
的传统；在
海 外 贸 易
研究上，威
尼 斯 商 人
和 中 国 海
商 、泉 州 海 商
都非常著名，有着共同的冒险开拓
精神；创意产业上，意大利创意产
业闻名全球，泉州也在推进各项创
意城市申报工作。在博物馆交流合
作上，希望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能跟意大利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更
多的学术研究。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丁毓铃：

再现“泉州—威尼斯轴心时代”双向奔赴
我们今天揭幕的这座雕塑，

不仅是对一个人的致敬，也是对
人类永恒的求知欲和冒险精神的
致敬，是对沟通理解其他文化愿
望的致敬。

今年是历史上最杰出的探险
家之一马可·波罗逝世 700 周年。
他的旅行记录《马可·波罗游记》
不仅仅是一次探险，还是一个关
于文化交流以及发现长期以来彼
此遥远和未知的世界之间联系的
故事。

在马可·波罗的历史之旅中，
有一个地方象征着世界与中国的

深厚联系，这就是“泉州”。这座城
市在他前往东方的旅程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泉州，当时是世界上最
繁忙的海港之一，不仅是一个充
满活力和生机的商业中心，也是
一个文化交汇点，来自不同国家
的商人在这里交换货物、思想和
习俗。马可·波罗对泉州的叙述突
出了这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城市
美丽、精致的一面。他就是在泉
州，乘船离开中国，返回意大利。

因此，泉州不仅是他中国之
旅的终点，也是他返回意大利之
旅的起点。在那里，他与世界分享

了对中国的
了解。因此，
泉 州 ，是 中
意两国深厚
友谊的一个象征性城市。

这座雕塑将永远提醒人们马
可·波罗对文化理解的贡献。这是
意大利和中国之间友谊的生动、
有形的标志，这两个古老的文明
对东西方文化的贡献、对世界遗
产的贡献得到了全球的认可。

愿这座雕塑激励子孙后代继
续探索身边的世界，在世界各地
架起理解和友谊的桥梁。

意大利驻广州总领事德派罗：

雕塑是中意友谊生动有形的象征

马可·波罗向世界描述了泉
州，而在他逝世 700 周年的今天，
有大量有关他的著作被撰写出
来，或翻译成中文，进一步扩大了
马可·波罗的世界影响力。一大批
人追寻着马可·波罗的足迹，前来
探寻东方。

在他之后，意大利方济各会
传教士鄂多立克写下了《鄂多立
克东游录》。意大利佛罗伦萨人马
黎诺里于元朝末年来到中国，写
下了《马黎诺里游记》，称赞“刺桐
城，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海港，也

是一座令人惊奇的城市”。
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

《加泰罗尼亚地图集》，由西班牙
亚伯拉罕·克莱斯克家族于 1375
年完成，地图里专门标注了刺桐
城 。威 尼 斯 修 士 弗 拉·毛 罗 于
1460 年绘制了当时欧洲最大、最
详细、最准确的地图，把刺桐港
绘 制 得 非 常 细 腻 ，标 注 泉 州 为

“刺桐王国”。
哥伦布仔细研读过《马可·

波罗游记》，在关于“刺桐”的章
节里留下了“刺桐城 、芦荟 、檀

香、大碗”
等批注。

其 后 ，西 班 牙 修 士 门 多 萨
1585 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
罗 马 尼 亚 人 米 列 斯 库（1636—
1708）出使中国写下的《中国漫
记》均大量描写了泉州府。英国传
教士安妮·邓肯于 1902 年出版了
泉州见闻录《泉水之城》、美国传
教士布朗 1907 年编写《传奇与故
事里的中国》，德国人艾克与法国
人戴密微合作，于 1935 年出版了

《刺桐双塔》。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副馆长林瀚：

追寻马可·波罗足迹 促进中西文明交汇

这尊坐落于丰泽区法石片区
石头街草坪的马可·波罗雕塑，用
芝麻白花岗岩制作，高 3 米，底座
1.25 米，共 4.25 米。雕塑中，马可·
波罗左手捧着《东方见闻录》，右
手拿着鸡毛笔，脚上穿着一双拖
鞋，再现了马可·波罗在中国、在
泉州边走边看边记录的形象。

从一开始的构思、画图到现
在的落地安装，整个过程历时八
个多月。其间，我翻阅了大量有关
马可·波罗的图片和文史资料，比
如马可·波罗什么时候来的中国，

什么年龄段来的，包括他来时的
服饰穿着是怎样的，经过多方的
对比和推敲，最终设计出这样的
形象。

马可·波罗，一个17岁就跟随
长辈来到中国的旅行家，他的身上
充满了勇敢和智慧。他在中国期间
游历了宋元时期的泉州，所以对于
泉州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旅行家，
他在游记中对于古刺桐城的描述
和介绍，对泉州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从事石雕艺术已经数十年，
也做了很多的雕塑，这是我第一

次雕刻“马可·波罗”形象。这次有
这样的契机能够雕刻他的塑像，
感到非常荣幸。虽然我没有亲眼
见过马可·波罗，但我在雕刻的过
程当中，仿佛穿越时空与他对话，
被他身上那种旅行家的精神所感
染。希望通过这个雕塑，我们泉州
人每次路过看到他，都可以更好
地想起他、记住他、缅怀他。我特
意选用花岗岩的原材料，也是为
了象征中意两国的友谊像磐石一
样坚定。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马可·波罗雕塑创作者吴德强：

用心雕琢 传播旅行家精神

马可·波罗委员会从今年1月
起开始实施和设计一批项目，沿
着马可·波罗的路径，与他所了解
的中国城市开展合作，其中当然
包含泉州。这种对话非常重要，让
中意两个伟大的文明，相互了解、
相互欣赏。

威尼斯是一座必须治理水才
能生存的城市。这座古城居民只
有5万多人，但每年接待的游客超
过 3000 万人次。过度旅游带来了
一系列问题。如今，我们将历史悠

久的兵工厂改造为双年展展馆，
成为文化创新的基地；修复分布
在运河两岸、曾经居住在威尼斯
的重要家族商人家庭的宫殿，使
它们成为致力于艺术文化和时尚
的场所。这些举措吸引年轻一代
来威尼斯，让许多在外国的威尼
斯人被回忆所吸引而回来。

威尼斯专注于生态转型和环
境保护，逐步排除污染产业，通过
提高生活质量来使城市更宜居、
更具吸引力。今天我们面临着尊

重遗产的问题，这是必要变革的
基础，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文明，并
为未来做好规划。

泉州为马可·波罗竖立雕塑，
不仅是庆祝我们共同的过去，也
是反思我们希望留给下一代什么
样的未来，了解彼此的青年文化
中，尊重差异、开展对话和合作。
泉州和威尼斯有许多相似之处，
以马可·波罗之名和世界遗产的
共同荣誉，可以更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

欧洲在线协会联合会创始人、主席，马可·波罗网络委员会
主席马西莫·安德烈奥利：

以马可·波罗之名 促世界遗产之合作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今年 7 月
访华期间，《传奇之旅：马可·波罗
与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展览在北
京开启，展出了来自 13 家意大利
博物馆和2家中国博物馆总计135
件展品。这一展览围绕《马可·波
罗游记》展开。展现了马可·波罗
及其追随者如何完成从威尼斯到
北京的旅程，并试图联结意大利
和中国所代表的古老文明。

《马可·波罗游记》是整个欧
洲了解当时中国的重要资料。展
品中有一件是1460年威尼斯修士

弗拉·毛罗绘制的一张世界地图，
细致描绘了泉州的海岸、码头，还
将游记中的画面直接放到地图
中。地图旁边放置了一幅拉扎罗·
巴斯蒂亚尼 1487 年创作的“费拉
拉公爵埃尔科莱一世与其子阿方
索一世抵达威尼斯”，让大家不仅
能聚焦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也能同时看一下世界的整体。

马可·波罗还是意中两国的文
化使者，深度参与了两种不同文明
之间相互理解的过程。他开辟了一
条道路，其追随者往返于意中两

国 ，在 穿
越不同国
家时遇到不同文化并将其融合。
通过这种交流，中国美学影响了
意大利的工艺美术。所谓“中国
风”，正是意大利人因欣赏中国美
学而制作的中国式艺术。

这就是马可·波罗所做的，也
是我们通过这个展览想做的：在
有着古老联系的国家之间保持开
放。这种古老的联系方式依然存
在，希望将其推广，并从中汲取能
量，再次创造出一些伟大的东西。

意大利著名艺术史学家、评论家罗贵辞：

延续古老联系 保持开放再创伟大

致敬马可·波罗
将泉州与世界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

马可·波罗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重
要人物之一。他的《马可·波罗游记》，
是西方人感知东方、了解泉州的第一
部著作，向整个欧洲打开了了解神秘
东方之门。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丁毓玲
介绍，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向世界
介绍了他所见到的刺桐城景象，记录了
胡椒、香料等货物的海洋贸易及其税收，
描写了居民自由的宗教信仰、先进的文
身之术，介绍了德化陶瓷的制作和贸易，
他带回的德化瓷风靡欧洲，被称为“马
可·波罗罐”。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当
时泉州刺桐港的繁盛与开放，让世界对
这座东方大港有了最初认识和无限向
往。泉州市副市长姚飞说：“马可·波罗的
记载，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泉州与世
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后来的中西方
交流开启了一扇重要窗口。”

对于这样一位人物，泉州立像致敬，
表达海丝名城的崇高礼遇。

致敬永恒的探索求知欲
像一团火点燃沟通

理解不同文化的热情

但立像，又不仅是致敬马可·波罗一
个人。意大利驻广州总领事德派罗表示：

“还是对人类永恒的求知欲和冒险精神

的致敬，是对沟通理解其他文化愿望的
致敬。”

马可·波罗开启了东西方交流的这
扇门，无数人追寻他的足迹，探索东方。

在10月 30日下午的“马可·波罗与
中国”座谈会上，丁毓玲认为：“马可·波
罗像一团火点燃了西方人对东方的热
情，他的游记触发了西方人对于遥远异
域，尤其是对中国的向往。”

1375年，西班牙亚伯拉罕·克莱斯克
家族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绘制了现存
内容最翔实、绘制最精美、流传最广泛的
14世纪世界地图《加泰罗尼亚地图集》，
地图里绘制了骆驼队伍和马可·波罗，以
欧洲城堡的形式标注了刺桐城。而1460
年，威尼斯修士弗拉·毛罗绘制了当时欧
洲最大、最详细、最准确的地图，把刺桐
港绘制得非常细腻，有许多港湾，标注泉
州为“刺桐王国”。

两幅地图的作者，因未到过泉州，不
了解泉州的城市建设，因此都以欧洲城
堡的图形标记刺桐城。但即便如此，他们
都因为人们对泉州的向往，坚定地在自
己的地图中标注下泉州这座“东方第一
大港”。

而从13世纪到20世纪，跟随马可·
波罗足迹来到泉州的名单很长很长。

致敬文化交流与互动
间接推动全球一体化进程

在德派罗看来，马可·波罗的中国之
旅，不仅是一场探险，更是一段发现文化
交流和连接遥远世界的故事，是东西方
互动的重要阶段之一。他的非凡壮举，为
人类探索理解和连接遥远世界提供了生
动的见证。

今年7月，意大利著名艺术史学家、
评论家罗贵辞在中意两国相关机构的支
持下，在北京策划开启了《传奇之旅：马
可·波罗与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展览。135
件展品，有的是从中国传到意大利的，也
有些是从意大利传入中国的，展现了马

可·波罗及其追随者如何联结意大利和
中国所代表的古老文明。

在交流之中，不同文化进行有趣融
合。丁毓玲介绍，马可·波罗将德化白瓷
带回意大利，被称为“马可·波罗罐”，从
此掀起了欧洲“中国白”的浪潮，瓷器成
为泉州海洋贸易的大宗货物。“马可·波
罗罐”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件到达欧洲
的中国瓷器，现在仍然在威尼斯圣马可
教堂展出，让人感受到中西方文化交流
的深厚历史渊源。而在罗贵辞看来，中国
美学影响了意大利的工艺美术。

宋元时期的泉州以开放拥抱世界，
在开展海洋贸易的同时，也热情地接纳
了随之而来的不同宗教和文化。中国本
土道教和儒家文化，“中国化”的佛教，外
来的伊斯兰教、印度教、景教、天主教、摩
尼教等，与泉州本土文化互相交融、长期
共存，形成了东西方文明兼容并蓄、多元
文化和平共处的景象。泉州的外来宗教
建筑包括墓葬区，密集分布在靠近海上
交通运输的主要区域——城南，以及承
担国内远途运输的交通要冲——城东，
这就是海外贸易发展以及集散货物的
结果。

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曾仔细阅读
和研究过出版于15世纪晚期的安特卫
普拉丁文版《马可·波罗游记》，并留下了
260多处批注，其中有多处跟泉州有关。
通常认为，当时哥伦布为准备第三次航
行到美洲时参考了这本书。可以说，哥伦
布等人是在马可·波罗的影响下走上了
发现新大陆之旅，开始了全球一体化的
进程。

致敬照鉴未来的友谊
期盼结出交流合作新硕果

沿着马可·波罗开辟的道路，中意
两国人民传承他的探索精神，在各领域
展开友好交流与互利合作。外交部欧洲
司参赞韩晓燕表示，马可·波罗雕塑不
仅是为了缅怀他的卓越贡献，更是为了

弘扬他所代表的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
精神。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 7个世纪，
但马可·波罗的形象今天仍是我们所
有人的灵感源泉。”德派罗说，围绕着
马可·波罗逝世 700 周年、中意两国建
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 周年，中
意两国、外交领事机构、有关省市开展
了博物馆展览、研讨会、文化沙龙以及
艺术家、学者的交流，不断促进两国文
化对话的相互理解。德派罗说，时至今
日，马可·波罗仍是激励开展文化对话
的伟大人物，仍在激励年轻一代勇敢
走出去探索世界，发现和了解其他人、
其他文明。

第一次来到泉州的欧洲在线协会联
合会创始人、主席马西莫·安德烈奥利就
有了他的新发现。当第一次观看泉州的
拍胸舞时，对此毫无了解的他惊叹道：

“竟然在泉州有类似毛利舞的舞蹈。”确
实，拍胸舞源于古闽越族的蛇图腾崇拜，
也是来自古老文化的传承。第二次来到
泉州的德派罗走进泉州海交馆“中国舟
船世界”展区，对泉州的造船技艺十分痴
迷，边看边听若有所思，让人联想到马
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同样是一座善于
造船的城市。

这次泉州之行，马西莫·安德烈奥利
介绍了威尼斯市今年起开展的马可·波
罗路线中国城市合作项目，介绍了威尼
斯世界遗产传承保护经验，以及过度旅
游带来新挑战形势下的应对之路。他说，
泉州与威尼斯非常相似，双方可以在水
环境治理、美食、艺术、博物馆等方面加
强合作。对此，泉州热烈回应，期盼在世
遗城市保护管理，移民、海商、创意学术
交流，以及博物馆交流等方面发挥双方
的优势，开展更广泛的合作。

以马可·波罗雕塑的落成揭幕为契
机，泉州与意大利将在各领域深化开展
友好交流与互利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新的力量。

□融媒体记者 黄耿煌 林雪娟 实习
生 许育菲/文 林劲峰/图

在10月30日下午的“马可·波罗与中国”座谈会上，围绕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中
意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周年，中意两国专家学者进行了文化交流与对话。

□融媒体记者 黄耿煌 林雪娟 实习生 许育菲/文 林劲峰/图
大咖说

马可马可··波罗雕塑波罗雕塑

海风吹拂七世纪，唤回英雄照未来。10月30日，随着中意两国代表一同揭幕，马
可·波罗雕塑在泉州文兴古码头遗址旁石头街草坪安家了。

公元1291年，马可·波罗从泉州乘船返回意大利。此次，在中意两国建立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20周年、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之际，马可·波罗“重返”刺桐城，不再
离开了。他站立在文兴古码头遗址，左手抱书、右手执笔，迎着海风、远眺大海，将永久
见证泉州与世界的友好交往，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继续探索身边的世界，在全球各地建
立友谊和理解的桥梁。

跨越700年 马可·波罗“重返”刺桐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