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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演变、所处位置、地形特征、山田面积、经济特产等释文。它可为

各级党政机关及工业、农业、林业、水利、财贸、城建、邮电．交通、

测绘、文教、卫生、新闻、旅游等社会各个方面提供详备的地名信息，

也可作为本县中小学校向学生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乡土地理教材，并
可供各地档案馆、图书馆、文史研究单位收藏备查。

编纂出版《地名志》，在我县历史上尚属首次，由于经验缺乏，水

平有限，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谨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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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瓷器的青色，其清澈犹如秋高气爽的天空，也如宁静的深海，这就是名闻世界的

龙泉窑青瓷”。(据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胡德芬据原书第十一版译本)

三上次男博士所撰的这本《陶瓷之路》，路线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

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岸。在这些地方，据三上博士目击，无处没

有龙泉青瓷的踪迹。这条漫长的“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陶瓷特别是龙泉青瓷所开拓

出来的。以“陶瓷之路》与我国古代的一些著作如《诸蕃志》、《岛夷志略》，《西洋番国

志》、《星槎胜览》、《瀛涯胜览》等相对照，我们就会进一步明白，在这些著作中充篇累

牍记载的如“青器”、“青白器”、“处器”、“青处器”，“青白处器’’等等，都是历史上龙泉

劳动人民的精湛创造。

我于一九八五年在日本讲学时，曾经在东京受到了三上次男博士的热情款待。在国际著名

的出光美术馆的七层大厦中，他陪同我参观了陈列得啉琅满目的宋、元，明历代的龙泉青瓷

器，它们都以非凡的身价，在讲究的橱窗里闪耀着祖国的光辉。

三上博士还告诉我，世界上的一些收藏中国陶瓷的著名博物馆如土耳其的托普卡普萨拉

伊博物馆(在伊斯坦布尔)、伊朗的德黑兰国立考古博物馆等处收藏的各种龙泉窑青瓷器，都是

他有幸目睹的稀世之宝。我没有到过这些地方，但是他的话也引起了我的联想。在我所亲自

访问过的一些世界著名博物馆如美国纽约的米特罗波里坦博物馆，巴西里约热内卢旧王宫的

国立博物馆，日本东京，京都，奈良的三处国立博物馆等之中，都有专门陈列中国陶瓷的专

室，而大批晶莹如镜的龙泉窑青瓷器，都在那里以无比高贵的姿态，闪耀着中华民族的历史

光辉。在这样珍贵的陈列品面前，每个远离祖国的游子，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到作为一个中国

人的无比自豪。

龙泉这个县份，在历史上曾经为祖国争得了无上光荣，在今天((龙泉县地名志》行将问

世，而方志修纂工作正在方兴未艾之际，旧事重提，对我们既是一种自豪，也是一种鞭策。

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建设中，龙泉必然要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耀。

陈桥驿

一九八六年一月子杭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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