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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善看雪白色3 苦苦

为了配合泉姥市开展申报"海丝野"世遗"活动和庆祝丰泽区

建区五周年、丰泽区政胁成立五周年，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精心策划和组稿，编印了《丰择文史资料(第五辑)一"海丝"拾

遗))，重点介绍丰择区有关"海丝"方面的人文景观，献上我的的

一瓣心香，

丰泽辖区的后活港是闻名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

点，历经千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这里广融搏

纳，形成内涵丰富、风格独特的地域文化;辖区内清源由老君

造像、灵山伊斯兰教圣墓等堪称"中国之最"的全岳重点文物古

迹，凸现了古城泉娟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悠久的历史底蕴。丰泽

区与"海丝"有关的文物景点众多，在已出版的前四辑《丰泽文史

资料》中曾登载了部分丰泽区与"海丝"文化有关的文章，本辑不

宜重载，只选载今年征集文稿中的20窟。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

介绍了丰泽区与"海丝"有关的文物景点与史迹，从中可见丰泽

区具有丰厚的"海丝"文化积淀。我们希望通过本辑文史资料的

出版，发掘丰泽区丰厚的"海丝"文化晃证，增进对外文化交

流，提高丰泽区的知名度，为促进丰择区两个文明建设和泉娟

市串报"海丝""世遣"尽微薄之力。

由于我引经验不足，本辑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难免存在许

多不足之处。为此，我的真诚地希望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

批评指正。

编者

2002年9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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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文化

保护"海丝"遗迹 重振古港雄风

郑炳山

一一热火朝天建设中的后清大桥

泉州港即古刺桐港，是我国东南沿海的著名古港，是畅

通于世界各地的"海上丝绸之路"。

泉州港兴于唐，盛于宋、元时代。

唐代，泉州港是我国四大对外的通商口岸之一。

宋、元时期，泉州港非常鼎盛，曾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

港齐名的世界大港。船只畅通于亚洲、地中海和东非各地。

南宋宝庆元年(1226 年) ，泉州市舶提举赵汝适在泉州

进行大量调查"询诸贾胡"写成了《诸蕃志》一书，介绍了

占城国(今越南)、真腊国(今柬埔寨)、蒲甘国(今缅甸)、三

佛齐国(今印度尼西亚)、天堂国(今印度)、大食国(今阿拉

伯)……等 ω 多个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地区，如:

"占城，……自泉州至本国顺风舟行二十馀程…·

"真腊，……自泉州舟行顺风月馀日可到……"

"三佛齐，间于真腊、阁婆(即现在的爪哇)之间，管州十

1 



海丝文化

有五。在泉之正南，冬月版风月余方至凌牙门(可能是现在

新加坡)。经商三分之一，始人其图。.

"商婆国又名蕾家龙，于泉州为丙已方〈罗盘之针位，即

正南方稍东 1500与 1650之间)，率以冬月发船，盖藉北风之

便，)，膜风昼夜月馀可到。"

"注荤国〈今属印度〉……水行至寒邦约四十一万一千

四百馀里。……"

"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远。番舶艰于直达，自泉

发船四十馀司，至兰里〈即兰无里固，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

答剌亚齐附近〉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顾风六十馀日方至其

国。"

从《诸蕃志》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泉州港之繁

荣，泉州港与世界各国贸易往来之多。

元代意大利族行家马可·波罗曾经到过泉州，并从泉州

港乘船吕国。他吕躇外国商人在泉州"商人云集这里，货物

堆积如山"的情况。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自图泰也赞叹说: "RP谓世界最大

之港，亦也虚也!"

1991 年 2 丹 14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

考察船"和平方舟"抵达后诸港，在泉州进行了 6 天的考察

与学术研讨，确认泉州港是"海上丝缉之路"的港口，认为:

"丝绸之路是不同文明间交流与对话的桥梁，它的存在为人

类文明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泉州至今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许多历史遗迹，而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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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区又是保留这些遗迹比较多的一个地这，如 z

后清港

海丝文化

吉剌桐港有"三湾十二个支港"，在崇武、秀涂、法石、后

靖、蜡江、祥芝、深沪、永宁、福金〈金井〉、东石、石井、安海诸

港口中，以后清港最为著名，系宋、元时期柬j榻港的中忌。

后清港在泉州湾西岸，洛院港之西南。古港背出面海，

是个很好的避风港，便于海船停油和启航。

在后清村东南，距今新码头约一华里，有一小山廷停至

海中，它是古后洁的码头，至今仍是由后清通往惠安县自崎

乡的渡口 o

1973 年 8 月 p 群众在后活港发现一嫂沉没的吉船。

1974 年 6 至 8 窍，组织挖掘，挖出宋代海船一嫂，残长 24.20

米，残宽 9.15 米。船身窟阔，船运尖削。全船用 12 道隔扳

分黯为 13 个水密隔合，仓长 0.80 米至1. 84 米不等。船体

结实坚固，抗风抗琅力强，可载重 2∞吨。据专家估计，全

船长约 34 米，宽约 11 米。挖提出来时，船上尚残存香料药

物、木牌木签、铜铁线、陶瓷器、锅铁器、竹木器、编织物、文

化用品、装饰品、果核、员壳、动物骨、菠璃等物计 14 类， 69

项，其中仅香料木多达 47!∞余斤。

这援海船己也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保管，拣列于表

州开元寺东侧的"古船馆"中D

石头街码头

吉剌桐港三湾十二个支港的法石港，位于丰泽区东海

镇法石的港口，系江海交汇的港口，宋时设有法石寨，我国

商人和外国商人芸萃于此，从事商务活动。宋无时期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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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文化

拉伯富商、曾任泉州市船司提举蒲寿庚曾经居住于此，在万

岁山〈又名法石山〉上建搂，以望海舶，名"望云楼"。法石有

一条石头街，传说也是蒲寿庚建造的。现在，法石还有许多

蒲氏的阿拉伯后裔。

在法石美山村有一石头街码头， IB时海关就设在那里。

附近有一片房屋遗址，系原码头的仓库。向北 1∞米处为

广东高州会馆的遗址。新中国成立以后，码头已全部改建，

长仅 7.75 米，用花岗岩条石逐级砌成，只供小型帆船停靠。

1982 年在法石村也发掘出一艘海船，船长 23 米多，由

松木和杉木建造，多捷、多嚣舱，载重为 120 吨以上。

宋代祭海处

丰泽区东海镇法石村有座小山叫石头山，在万岁出之

左前，与赤城山相连〈后人误以为法石山) ，山上有座真武窟

(又称真武殿)，始建于宋，窃、清及近代均有重修。庙中供

奉玄天上帝，俗称上帝公，脚踩龟蛇，传说是古代北方司水

之祷。何乔远在《阁书》中记载"石头由"上有真武殿，宋时

望祭海神之所。"(据清·乾隆报《晋江县志》卷西山 JJl志〉记

载宋时的泉仆的郡郡守于农历每月十五〈望〉吕都要到此祭

海一次，以祈祝海外交通之顺利和海外贸易之兴盛。真武

庙里，现在还有明代书刻的"吞海"石碑一方。

这里的祭海处与南安市丰州镇九白山的析风处，均属

亲州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迹。因此，己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

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圣墓

出泉州市区东门外，在现丰泽区东湖街道圣茂村的灵

4 • 



海丝文化

山南坡，有座中外驰名的伊斯兰圣基，为唐武德年间(公元

618 - 626 年)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的门徒三贤、四贤来泉

州传教卒后所葬的墓地，占地约 3∞平方米。

据明代何乔远在《闽书》中记载"据回回家言:默德那

国有吗喊默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

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

教泉州，卒葬此山。"因此，三贤、四贤的墓被称为灵山圣墓，

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亦叫圣茂村，表示泉州人民对他们的尊

敬。

墓为白石雕成，分为数层，墓后有半圆形石建回廊，基

上有亭。有回廊下的正中竖立一方阿拉伯文字的石碑，碑

记译文略云:此墓为昔传教此方二先贤之墓，贤者当‘发克

福， (意为天子)在位时即来此，回历 720 年(即公元 1323

年，我回赠去画画恒修基。

国元朝噩噩·画噩噩'因疆'暨7 … 东
至治三…EE--··EE睛望堕理…·西侧各
年)居画画因"1E撞温E监孟t. 有一方
留此地·圃-甘1.雪... 七噩圄汉字的

之回教酬EmE军a~-· 石刻碑
公会 j;Ç酷斗吕LJ :士一 .~←-，..土士三二一记:西

一-保存完好的灵山石棺
特集资 侧是清

同治十年(1871 年)江长贵修基的碑记;东侧是清嘉庆十年

(1805 年)马建纪修基的碑记。东南隅还有一方康熙三年

。664 年)修基的碑记。

石回廊里还有一方很珍贵的碑记，那是明永乐年间，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海丝文佬

保太监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晖，曾专程到灵山拜渴二位先贤，

永乐十五年 (1417 年)地方官蒲和日勒碑为记，因此被称

"郑和行香碑"。

灵山伊斯兰圣墓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墓群

中世纪时，有许多阿拉伯人到泉州经商，有的还与当地

人结婚，在泉州定居，繁衍后代。他们信奉伊斯兰教，逝世

后也按阿拉伯伊斯兰教徒的风错，建墓安葬于泉州 o 为此，

泉州的地方官还专门拨出一些地皮作为他们安葬的墓地G

宋代曾任泉州市舶提举的林之奇(1112 - 1176 年〉曾在《泉

州东坡葬蕃离记》一文中说:施那围设"蕃客墓"其一也D 其

地占泉之城东坡，停凡绝海之蕃酶，有死于吾地者，举以葬

焉(载林之奇的《拙斋文集抖。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的

"大食国"条也记载"作丛土家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吉费E贾之

遗骸"

林之奇所说的"泉州东坡"和赵汝适所说的"城外的东

南隅"，即现在的泉州市区的东门外、涂门外这一带。

这些阿拉给人的墓与中国汉人的墓不同，多用长彭的

石榕盖，墓碑刻有阿拉信文字或阿拉伯文字与中国汉文字

并列。只几A十年来，在泉州市区的东门外、涂门外曾发现上百

座这种坟墓，其中最典型的是 l臼96臼5 年在东岳山西坡金雳匮

东离角发现的一方"蕃客墓

石，高1.3穷9 米，上宽 0.5 米，下宽 0.6 米，厚 0.1 米，墓碑上

端阴刻"蕃客墓"三字，下面刻有五行阿拉伯文，译文是"碑

文:以前和以后，凡事归真主主持。伊本·奥具德拉;穆罕默

6 . 



海丝文化

德·本·哈桑的坟墓……"。这方墓碑现在己收存在福建省

博物馆;还有一方复制品在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内陈列o

磁窑村古窑址

瓷器是泉州对外贸易的主要货品之一，德受亚、非和欧

洲人民的喜爱。

丰泽区域东镇碗窑村(华侨大学附近〉有个古窑址，分

离、北二处，窑炉沿南梅筑于北山坡缓坡娃，分布范围南、北

各约 5∞平方米，堆积层达 1 米以上。北窑建窑时间较旱，

秸色自中透青，南窑秸色青灰，产品大都为外销瓷器，有碗、

提壶、盒……等，造型美，质量高，有"土龙泉"之誉，是中世

纪泉州主要出口商品之一，碗窑村的瓷窑就是这种商品的

生产基地之一。生产瓷窑的村庄也因此被称为"碗窑村"。

碗窑村的吉窑址，现在是泉州市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丰泽区现存许多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古迹，这是丰泽

人民的光荣和财富，也是泉州人民的光荣和财富。这些海

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遗址，处处都是历史的见证和无价之宝，

它向世人证实:海上丝绸之路的泉州港昔日的繁荣 3体现了

丰泽这片土地上，对过去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我

们要十分珍借它、爱护它。对此，我是有亲身感受的，建国

初的 1949 年 10 月至 1951 年 8 月，我在晋江第三这公所工

作〈初任区委宣传委员、后任副这长)，当时晋江县第三区的

工作范围，相当于现在丰泽区这个范围。当时我们为灵出

圣墓周围经常有人去砍树布挖土百感到头痛，这公所和乡

政府经多方做工作，才把这一现象制止。更严重的一次是

有人去灵出圣墓挖石头，并准备把"风动石"(即圣墓前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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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文生

块"碧玉球"巨石〉炸掉。当时在泉五中任教的考古工作者

吴文吴先生闻讯，迅速跑去向当时担任晋江县县长的许集

美报告，许集美同志立即以晋江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发出布

告加以制止，才使这座名闻海内外的伊斯兰教重要文物得

以保护。如果当时灵山圣基遭受薇坏，"碧玉球"那块巨石

被炸掉，我们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现在，人民群众的思想

觉悟提高了，工作条件好了，但是仍不可掉以轻心。目前，

寒州正在积极向联合国申报泉州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为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遗迹更显得重要。

我们要向人民群众进行保护历史文物的宣传教育，发动广

大干部、群众，共同起来保护这些珍贵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历史文物。

我们还要充分运用这许多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遗迹，

来加强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认识和尊重历史，总结历史

的经验教说，提高我们的信心，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

加紧工作，重振古港雄风，把我们的经济建设、对外交流做

得好上加好，让现在和今后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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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与丰泽区的历史文物

李玉昆

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的海上通道，是沟通人类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通道。

泉州是中世纪我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之一，从南宋

至元代，它超越广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 ，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起点之一。泉州以海外交通发达著称于世。泉州遗留众

多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历史文物，为研究泉州海外交通

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丰泽区是泉州的东海明珠，在

众多的历史文物中，许多可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提

供重要的佐证，下面略作介绍。

一、港口、船鸪、码头、桥梁

泉州地处福建省东南部，海岸线曲折，形成许多海港，

一一古文兴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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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宽，航道深，有许多天然良港，著名的有崇武港、后清

港、秀涂港、石湖港、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福全港、金井

港、围头港、石井港、安海港和肖唐港。其中属于丰泽区的

有后清港、法石港和马屿港。

后诸港道位于丰泽区东海镇，距市区 10 公里的洛阳江

和晋江交汇及出海处，与惠安的东前、自崎隔海相望g 港口

背依马头出，西及西南有马援山、石壁白，东南有高山岩、鹦

哥山为屏障。后清港港道深邃，是泉州湾的天然良港口宋

元时期是泉州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 o 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

可泼罗在游记中说:剌榻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

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o 元代摩洛哥穆斯林旅行家伊

本·自图泰在带记中也说:该域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

至是最大的港口 D 我看到港内手享有大撞约百嫂，小船多得

无数。这个港口是一个伸入陆地的巨大港湾，以至与大江

会合。他们拮写的就是后诸港。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马

可波罗奉忽必烈之命，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就是从后

清港启航的。

法石港在泉州湾内晋江下游，为商舶出入必由之所，其

形势如〈泽被海滨碑记〉庆云..澳有二十四，商法石为要，盖

逼南关外，外接大坠，实商渔出人必由之班，亦远近辐臻咸

至之区。 .. 

乌屿港。乌屿为洛阳江中孤岛，在洛阳江三毛屿后清港

航道中站G 主毛屿港东南港道深邃，可容巨舶迸出。古代，开

往洛阳的巨船，必泊乌屿港，然后由驳船转运货物。乌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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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开始商业发达，民间有"金乌屿，银后洁"之说。明清时

期，马屿为附近华侨出人口岸，且与沿海各口岸及台湾有商

业往来D

后清码头，在后村东南，有一小山伸出海中，与惠安自

崎踊海相望，为古时船舶停靠的码头，现为后诸通自峙的渡

口 o 1974 年曾发掘出松本卧桩，上铺条石的建筑，是宋元

后清码头遗址。

法石码头，在法石文兴、圣殿、长理、美山均有码头。美

山天妃宫前码头，长 7.75 米，由花岗岩条石砌成，现仍在使

用。附近有仓库，北百余米为广东高炖会馆遗址。

乌屿附近可泊船的码头有马头渡、海美渡、万安渡o

宋元时期，泉州造船业兴盛发达，宋人谢震〈泉南歌〉

云<<卅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J'泉州有许多造船

作坊和修理船的船鸪，主要分布在泉卅滨海地区，从后活到

桌州城东南晋江下潜沿岸，是造船和修船集中的地方。

法石的圣殿、文兴、长春、美出都是当时造船的场历。

圣殿沟有船工居住地翻船巷、文兴张居大垣、长春田头井，

美山坊脚为现代造船的地方。

主主墨白澳船码，在宝觉出左的乌墨山下，左有烟敬山，

右有棒头山，形成一个天然的马蹄彭海峡，是古代造船避风

的良港。解敖后曾出土船板、船破和船索、指杆等。

鸡母澳船鸥在乌墨山漠的东边的金崎村，两侧各有小

丘两座，左右对待，中央形成山字形峡口，为天然良港，为古

代修造船的船鸪。曾出土船疑、船索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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