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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历史悠久，文物古迹，遗存较多。

据地方史记载，泉州未建府之前，禹贡时为扬州的领

域，周时为七闽地，春秋战国为越地，秦代属闽中郡管辖。

汉代为闽越弛，东汉时属会稽郡，建安初为侯官地，’吴时是

建安郡属地，晋为晋安郡所辖，刘宋时为晋平郡，梁时置南

安郡，隋又归属建安，唐武德为建州属地，五年置丰州，嗣

圣初改为武荣州，直至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以武荣为

泉州，才于此时单独建制，其间历经一千二百七十多年。

所辖领域，各代虽有变动，但基本包括晋江、南安，惠

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等七县，除同安外，即今地区

所辖范围。 ．

随着历史长河的洪流奔腾发展，、西晋十六国时，中原纷

争，晋人逐渐南移，有的定居晋江流域，我区社会经济文化

因此跟着得到开发。及至唐代，开始走上繁荣道路，．政治经

济文化蒸蒸日上。又经五代的着力经营，’海外通商H以频

繁，特别至宋元时期，泉州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刺

桐城已与世界名城亚历山大齐名。

遍布我区的历史文物，既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珍贵瑰

宝，‘又是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内容丰富多采，独

具风格。解放以来，各级党政领导，特别重视我区文物的维

修保管工作，从财力、人力、物力及科学技术上给予大力支

持，使我区的著名历史文物得能保存和维修管理，为祖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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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文化增添光彩。

现在，国家已经将泉州列为全国二十四座文化名城之

一。我国较早伊斯兰教教址清净寺、梁式桥梁五里桥(安平

桥)、闽南大古刹开元寺、民族英雄郑成功墓先后被批准为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泉州

的居于我国古代桥梁建筑史上第三位的洛阳桥，我国较早的

回教遗迹伊斯兰圣墓；宋代重要石刻老君岩、弥陀岩，瑞象

岩，还有石笋，起重要航标作用的晋江姑嫂塔(关锁塔)，

六胜塔'全国仅存的摩尼教遗址草庵；外销瓷基地晋江磁灶

窑址，德化屈斗宫窑址。这些文物既具有历史、艺术、科学

价值，又是参观旅游的胜地。

我区已先后公布为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二百多个。

著名的有泉州的文庙、天后官、李贽故居、清源碧霄岩；惠

安崇武古城、施琅墓；南安的五塔岩石塔、清水岩、韩惺

墓，晋江的龙山寺，南天寺、西资岩，永春的东关桥、魁星

岩，安溪的文庙、桂窑、吴王墓；德化的九仙山、美湖千年

樟，岱仙瀑布等二十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经过长期发掘、征集和积累，各县市馆藏文物逐步充实

丰富起来，有的已经单独设立陈列馆(室)。据一九八。年

统计，全区馆藏文物已达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二件，其中石器

一百二十四件，玉器七十八件，瓷器三千八百七十件，陶器

四百一十四件，铜器二百七十四件，铁器六十七件，金属器

一十五件，骨器二十四件，货币三千一百五十六件，布帛七

件，印章二百七十七件，字二百三十二幅，画一百二十二

幅，纸质一百一十件，文具三十二件，竹木漆器三百七十一

件，砖瓦一百一十八件，石象刻三百七十七件，其他类二千

一百八十二件。其中比较珍贵的有宋代古船及船上遗物，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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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石刻，郑成功玉带、银币，惠安洛阳江捞出的英国铁炮；

安溪保存的清代康熙、李光地笔迹，‘甘国宝指虎画，．南安的

八骏马图，晋江保存的万历花缸瓷，猪油白香炉，泉姒春秋

战国时的牺蹲等。这些都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

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研究我区史前文化的重要依据；全区

各县市均有发现。如南安有十六处，永春七处，安溪四处

(大都被破坏)，惠安二处(大咋由已被破坏无存)，．安溪

参内的祜水，石墓头、金谷云望山发现红、黑沙及印纹硬陶

残器，。小件石磅。这些遗迹都为研究我区新石器文化提供重
要的实物依据。 ．i

泉州湾是我国古代茶瓷外销世界各国的海上之路。德化

是我省著名的瓷都。据历次普查，全区尚存古窑址四百六十

五处之多，是研究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实物资料。我区瓷器

远销世界七十余个国家，是与世界人民建立深厚友谊的物质

基础。 ，‘ ；，：

古寺庙建筑是我区古建筑的重要文物之一，原有三百三

十二座，虽然大多湮毁，但留下的各具特色。如安溪的清水

岩、南安的雪峰寺，惠安的虎岩寺、．青山官等等。建筑的艺

术性及科学性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古祠院遗址是研究我区

教育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全区原有四十九座，仅存的有泉

州、安溪、惠安的孔庙。

古代桥梁建筑原有三百三十九座，历史上有“闽中桥梁

甲天下"之称誉。著名有洛阳桥、安平桥、浮桥、顺济桥、

金鸡桥，大盈桥、东关桥等等。大多系宋代建筑，筏式桥墩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古城堡建筑全区有三十座，著名的有泉州的刺桐城，惠

安的螺城，南安的丰州城，安溪的凤城，永春的桃城，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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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龙浔。目前仅存的只有惠安的崇武古城，建于明洪武二十

(1387)年，距今已有595年之久，全城系用岩石建成的，

是历史上著名的反对外人侵略的英雄城堡。

古石塔，石经幢、牌坊遍布各地。著名的有泉州开元寺

的东西塔、崇福寺的罗盘塔，井亭巷的城心塔(砖)，晋江

的姑嫂塔、六胜塔、白塔、星塔，南安的五塔岩宋代石塔，

惠安的雁峰塔、仙境石塔，安溪的塔雁、铁峰山石塔、进宝

塔，德化的驷高石塔、鹏都石塔，永春的步瀛塔、际唐塔，

文明塔、释迦宝塔、延清塔，南安丰9H有陀罗尼经幢。原有

牌坊单泉州城就有二百余座，现仅存东岳山麓的清代宰相李

光地立的“急公尚义”坊， “急公尚义”四字为康熙亲笔所

写的。它标志石坊的独特艺术风格。

名人故居遗址全区有九十五所，著名的有李贽、蔡清，

万正色、黄宗汉、李光地、张瑞图等等故居宅第，民族英雄

郑成功焚青衣处。宋代理学家朱熹讲学的小山丛竹，弘一法

师挂锡之地。

古墓葬有二百一十座，著名的有唐朝宰相姜公辅、诗人

韩僵、开闽王王潮、宋代宰相李邴、曾公亮、梁克家、明人

理学家张岳．禁清、陈琛、诗人黄吾野、清代宰相理学家李光地

等等之墓。伊斯兰圣墓标志我国与阿拉伯人民的深厚友谊。

古石刻有历代碑文。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有四百多方。

这些碑刻，真实地记载了我区山川、城堡、水利、桥梁、寺

庙、祠院，学校、亭楼、第宅，厅室、纪事的历史变化情

况，是研究我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宝贵资料。

摩崖石刻。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有四百多方，著名的有

南安丰州九日山的祈风石刻，是我国海交史上的珍贵历史物

证。有新发现的惠安文笔峰的万历地震、台风灾害的二方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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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泉州双髻山北宋王十朋、明书法家张瑞图题刻、乌石村

“蔡公泉”石刻(北宋)，德化九仙山石刻。这些石刻具有

重要历史及艺术价值。

据府志记载，我区有名人墓志铭三十方，其中有唐欧阳

詹为郑晚写的铭文，黄滔为王潮写的铭文，宋理学家朱熹

为李邴、傅自得写的铭文，明朝诗人王慎中为周天佐写的铭

文，宰相叶向高为张绍具写的铭文，徐阶为张岳写的墓铭。

没有明文记载及埋入地下的墓铭还很多。这些都是研究我区

历史人物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始资料，前人已有搜集整

理成册，仅未付梓而己。

古旧图书资料是文物保护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据府志

记载，自唐欧阳詹《四门文集》开端，至清乾隆年间，我区

历代名人著作计二千一百八十余部，流行于世。可惜大部份

均已散失。又载宋时安溪设有“琴堂藏书刀印书局，出版有

陈宓编纂的’《司马温公书仪》、’《唐人诗选》，周璋编的

《真西山仁政类编》。还出版有《安溪县志》，《竹溪先生

奏议》，《封事集录》、《后村先生江西诗选》等。
一

农民起义遗址著名的有永春魁星岩、金峰山、万春寨寺

的太平天国义军领袖林俊活动地带，惠安黄塘半岭村是女英

雄邱二娘的活动基地，安溪有元至正李带聚众造反遗迹。林

俊、邱二娘形象，长期以来鼓舞着我区人民战斗不息。

我区革命遗址以安，永、德为多，主要有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及解放战争二个时期的游击基地。晋江安海公社后山

村为地下党活动基地，南安的大盈、英都，惠安的三朱、

前林、港乾，德化的戴云山区，都是游击斗争的重要活动地

区。泉州承天寺是闽中游击队集中北上抗FI地址。我区有着

光荣的革命传统，必须加以发扬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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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上情况，突出鲜明地反映了我区的光辉灿烂的民族文

化。这些都是我区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上，付出艰巨劳动所创

造的辉煌成果，是我区人民心灵手巧、无穷智慧的结晶，因

此它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泉州文物志》便是这些奇珍异

宝的汇总和探索。它为科研、教学、宣传、出版和旅游提供

了必要的参考资料。

泉州所属的南安九日山，是晋人南迁聚居之地，历经隋

唐，逐渐繁荣。以鲠直著名的唐德宗宰相姜公辅、五言诗名

世的诗人秦系偕隐山中，更是名传遐迩。至宋代已发展为极

盛时期，名宦游子，骚人墨客无不登临赋诗，特别是海舶祈

风，更以此为圣地。及后虽然衰微，但所留名胜古迹，仍然

焕发光彩．

据史志记载： “山中无石不刻字"。这是九日山放射光

芒的主要特征。全山尚存七十五方石刻，有题名的、有纪游

的、有赋诗的、有祈风的，琳琅满目。特别是祈风石刻更具

考古和历史价值，它是我国与亚非人民建立深厚友谊的象

仳，

、’宋代大书法家蔡襄及历代名人在九FI山的亲笔题刻，是

研究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历代知名或不知名

的登山游览人士，多达二百余人，题诗一百七十多首。流传

民间的故事传说，活泼生动，发人深省。
。

明末同安人黄文熠，曾搜求旧闻，披阅史料，探三十六

奇，集古今诗文，考核山石，写成《九FI山志》一书，流行

于世，使九Fi山概貌得为世人所知。然所集内容未臻完善。

黄君柏龄先生，世居九日山下，自幼与九日山结下深厚

的感情，日或放牧于绿坡，或吟诵于崖巅，耳濡目染，心领

神驰，日积月累，广搜精求，新编了《九日山志》，·内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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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丰富，文彩熠熠闪光，读来令人心神振奋。
黄君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副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代

篮球国手，前国家篮球队队长。现年虽达花甲，仍然活跃在

球场上，不愧为球坛宿将。他竭尽业余时间，长期坚持搜集

资料，每乘寒暑假返梓探亲之机，反复登山核对刻文，终于

完成专志，以崭新面貌公诸于众，使(<泉州文物志》多添奇

光异彩。这种可贵精神，必须大力提倡。

．因为《泉州文物志》是集众人之力而为。凡对我区文物

有深厚感情，而且对某一项文物长期积有资料，或已编写成

集，均可用私人署名，纳入志书出版，正如《九日山志》一

样。

《泉州文物志》系分专题成书，逐一编写，逐一出版，

汇各专志而成总志。但仍属资料性质，并非科研成果的论文

专著。在编写过程，力求准确性、科学性。但错漏在所难

免，谨希社会人士多方监护，支援及斧正，以便反复修改，

臻于完善。

庄炳章于1988．2．

晋江地区文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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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溪江畔九日山，系余家山故水。1974年春节，阔别廿

余年后，重登少时嬉游攀爬的蜂岩水壑，一石一木，皆似亲

如故，令人欣慰。那些少时不在意的摩崖石刻，引起我莫大

兴趣，摩挲辨读之后，颇感九日山历史之悠久及绚烂胜迹，

尽可同我半生游履所至之名山胜地媲美，但却鲜为世人所

知，甚觉惋惜。

返沪后随即着手搜集资料。这座发轫于西晋，其历史仅

次于武夷的八闽名山，其史料之丰富出入意料。明代黄文熠

搜三十六奇，集历代碑记诗赋百篇而成《九日山记》．与清陈

奖仁收录四十余段石刻而成《闽中金石录·九日山宋摩崖石

刻》二书都较为完整。解放后南安文化馆将全山石刻清理记

录，泉州已故文物学家吴文良对石刻加以考证阐述，嗣后又

有专家对海交祈风石刻进行专题研究。余出自对家山深挚之

情，将搜集之资料，于业余写成《九日山》一稿，意在能较

全面系统地介绍九日名山。该稿于1979年由泉州海外交通史

馆油印。

嗣后每年春节归里或因公来泉，均一再重登九日山，既

寄情于溪光山色，又得趣于摩崖考辨，使《九日山》初稿之

疏漏阙误，得以逐年补充修正，如曾对岩引伸，披阅资料，

四年后纠正自《闳中金石略》以来就误将陈晋接为陈知柔的

修建纪事石刻，又如踏遍全山，五年后才寻到已失所在的

“玉立蕾题刻，又如曾反复抚崖，六年后才辨清一段原属“王



豫’’的诗刻，以及反复寻觅，最近才发现“古名山岩”题刻

等等，每有所得，辄喜慰万分，自得其乐l

今春晋江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计划编撰地区文物志，

嘱余将《九日山》稿改成《九日山志》。内容包括九日山历

史沿革，名胜古迹，摩崖石刻、历代诗文抄，名人寄寓及民

间传说等。春季改稿毕、夏季携稿来泉，数度重登山岩，逐

字逐段作最后核实，同时将全山古迹石刻拍照绘图，标位编

号，并附历代有关人物表于志后，以便读者检阅，力求《九

日山》成为一本较为完整准确的志书。

这本山志，如能使历史悠久的九日山重昭于今日，而不

致销沉于后世，则素愿酬矣。限于水平，谬误尚多，有待读

者专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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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山概貌

九日山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名山胜地。它坐

落在福建东南沿海泉州市西北隅的晋江北岸，距市区七公里

，离海十五公里(见示意图)，地属南安县丰州公社旭山大

队。在其未成名之前，经历了一段沧桑史t亿万年前，亚洲

大陆东南是一块古陆，台湾与大陆联成一片。九日山是古陆

中一个小山。后来由于造山运动，台湾海峡断裂，沧海横

流。尔后地球气候变暖，冰河消溶，九日山乃海湾内一个露

头小屿。最后，由于沿海地壳抬升，海水后撤，九日山蜂出

水重拔，成为泉州平原一个低山，并基本上保持其状貌至于

今日。但这也是几亿年前的事了。 ．，

·

．’

山高约九十米，多巨岩悬崖，岩尧峥嵘。山后戴云山脉

迤逦自闽中腹地，万山叠叠奔腾西北来，山前晋江流水蜿蜒

于泉州平川，千古悠悠入海东南去。山上相思树掩映摇翠’

山下金溪江碧波荡漾。真是“溪流演漾，峰峦映发，奥衍

明秀，隐为一区"，景色十分诱人．自晋以还，一千七百多

年间，它以如此秀丽的山光水色，吸引多少游人来此登临栖

止，遂成为泉州著名的风景区。

山有东西北三峰，环抱如钳。西峰因唐代名诗人秦系栖

隐于此，故名高士峰，或称西台。因绝顶有石佛造像，俗名

石佛山。东蜂因唐谪相姜公辅寄迹于此，敏名姜相峰，或称

东台。又因形似麒麟，俗名麒麟山。北峰联结东西二峰，日

北台。三峰环抱之中有一坞，日自云坞。坞中自云出蚰，碧

l



潭幽涧，出峡南注，是为菩萨泉。(见示意图)

山麓原有晋代名刹延福寺。南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

陀来中国，曾在此译经。

山前原宋代金鸡石桥故址，现已改建为金鸡水闸和金鸡

大桥。横拦晋江流水，桥西汇成一片平湖，南北各凿一渠，

引水灌溉泉晋平原万顷良田。桥上汽车飞驶，桥下舟楫穿

梭，金鸡古桥喜庆新生，为民造福。

山中遍布古迹，凶年久代远，湮没不少，现尚有八十余

处存留，多数集中于西峰东坡及东峰南麓。主要为宋、元、

明摩崖石刻，计七十余段，刻满巨岩块石，真是“山中无石

不刻字"(《南安县志》)，其中以宋代泉州海舶祈风石刻

最为重要。书法首推蔡襄、苏才翁等人。是研究我国古,I-ti&／：

外交通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西峰绝顶的五代石佛，是

闽南较早的佛教雕像，1961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63

年曾全面清理记录石刻，七十年代以后，又对山中古迹路径

加以整理修建。如今九日山林木滋蔚，山岩生色，石刻焕然

一新，正以枯木逢春、生机盎然的面貌，迎接海内外游人客

子到此登临访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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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湾平原i llI川及九日山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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