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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人类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

和遗迹。作为珍贵的遗产，文物的发掘、保护和研究工作无论在什么时期都

是十分重要的。

惠安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据考古发现，早在四千多年前

的新石器时代，惠安境内已开始有人类聚居、生息和开发，崇武大怍山和百

畸音楼山的古遗址就是明证。这些珍贵的遗物和遗迹．记载着惠安人民创

造人类文明的智慧和功绩。这是—份不可多得的财富，必须通过有效的保

管、研究和宣传工作．使之用于今日，传于后世。

止于2002年，惠安共有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109处．其中国家级2

处，省级6处。新修《惠安县文物志》以八童三十节、十八万字的篇幅分古

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近现代史迹、文物藏品、服饰民俗、文博事业等

类别加以介绍，并配有图片，既体现人文资源，也体现自然资源，为惠安开

展人类学、考古学、建筑学、民俗学等研究工作，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

教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这一意义上说，该书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价值

和科学研究价值。

盛世修志。《惠安县文物志》的面世，是惠安社会科学工作的又～成

果，是惠安精神文明建设的叉一新葩，它对推动惠安文化创先活动、旅游业

的发展大有裨益。为此．谨向该书的编修者表示衷心的谢意l并感而赋日：

风物美盛，其响铿锵。海滨邹鲁，其帜高扬。

文明传布．其势浩汤。千年古县，其业永昌。

是为序。

中共惠安县委书记

惠安县人民政府县长

乓§粑
吗睨

二oo三年八月



编写说明

一、本志系惠安县文博事业的专业志，主要记叙本县文物状况、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建设等

情况。编写本志的目的：更好地反映和保护惠安的文化遗产，整合旅游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发

挥文物工作的宣传教育优势，教育人们“知我惠安、爱我惠安、建我惠安、美我惠安”，同时也为

满足文物爱好者的需要。

二、本志上限追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截至2003年9月。篇章结构依文物性质不同，分“古

遗址”等七类为七章，下再分节、目，分别记述各类所属文物点的历史沿革、现状及其历史、科学

和艺术价值；第八章“文博考古事业”，记述历年考古发现和田野作业的收获情况，以及文物保

护管理工作的情况。各章开头均有简括概述，以见大要。另有“惠安县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分

列八批计109处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分布图”和“文物工作纪要”(依时序记载历年文博事

业的重点工作及有关情况)。文物的分类，依照《中国文物地图集》的分类体例。如已废的几处

古城址与尚保存完好的崇武城就分开归类，不作一处介绍。

三、立目的文物古迹，原则上以政府公布为保护单位的为限(文中有标明，未标明的不

是)。已湮没或废圮过甚的不收，但几处古城址因在历史上有其特殊作用，即予收录。文物条目

的排列，基本上以文物年代的先后为序(古建筑以始建时间为准)。。历史名人墓。中的明代张

岳墓和骆台晋墓，因前者已毁没不存、后者则荒废较甚而附于末后，不按时序排列。

四、今属泉港区的。蚁山商周时代文化遗址。、。槐山窑址”、。宫后窑址”、“曾炉寺冶铁遗

址”和。石仔路打铁街遗址”，对当时惠安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无疑起过重大的推动作

用。为让读者全面地了解这方面的历史情况，就特意收为“附录”补充介绍。

五、本志收录的馆藏文物以三级以上文物为主，辅以部分有代表性的其他文物。

六、志中第七章“惠东妇女服饰民俗”，介绍了惠东沿海的净峰、小昨和崇武、山霞四乡镇两

种妇女服饰在全国自成特色的民俗风情。其中许多早中期的服饰、首饰、佩饰的工艺特色属于民

俗文物的类项，故特辟专题详加介绍。

七、重要的碑记和墓志铭，基本上全文收录，并加标点符号。祠、庙等古建筑的摩崖、题刻在

该条目中概括提到之外，均在另辟的专节中加以具体介绍。

八、本志的历史纪年，凡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根据《中国历史纪年表》标示朝代、年

号、年份，括号内注公元纪年，但不加“公元”、“年”字样，计量单位采用一般文物考古的写作通

例。

九、本志的编写，资料力求翔实，切戒虚拟，文字以语体记叙，注重质朴，不作夸饰。但为了增

加可读性，也适当叙及与该文物古迹有关的一些掌故传说。全志条目基本配上图片，以为图文并

见D



惠安县位于福建省东南隅的泉州湾t J湄洲湾之间，濒临台湾海

峡，土地面积668平方公里．海域面秘1200平方公里，海岸线141

公里。境内地形以丘陵为主．西北侧有些低山+东南侧有台地和海

积平原。至今有不少村落仍保留以塘、埭、港、澳，屿等为名，这是远

古海退留下的迹象．．

惠安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眭：据文献记载，惠安先民属于南

越族的一支——闽越族，他f『J滨海而屐，资食干海，有断发纹身的

习俗。考，i发现的崇武大蚱山和百崎青楼|JIh"新石器时代遗址，较

集巾地采集到不少实物；还有敖见于辋川、黄塘、涂寨、螺城等地的

石器，陶器。这些生产生活用具，证明远在四千多年前．惠安境内已

有人类生产生活的活动。1954年和1974年分别在张坂、东矧海滨

发掘到的象化石和鹿化石，则是研究我县东南沿海古地理、古地

质、古气候和古生物活动的很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惠安，汉时属会稽郡，晋时属晋安郡，梁陈时属南安郡，隋唐时

属武荣州。唐开元八年(720)属晋江县，宋太平兴闰六年(981)始

析晋江东乡十六甲-置惠安县。因此，惠安地区有文献记载可溯的历

史当属汉魏南朝时期。史载，晋人农冠南渡沿晋水而屑，带来了中

原先进的科技文化。此时，中原汉人始人惠安定居。县志记载和已

发现的三国、晋、南朝的墓葬就有多处，晋安郡壬林禄墓就足其中

的代表作。这些都说明惠安地区历史的发展与占泉州是相接的，差

币多同时经受r中原文化的猛烈撞击而逐渐失去百越文化的古老



与沧桑，惟有惠安女特异的服饰民俗，还令人想见遥远的蝴蝶同腾

和百越遗风。

随着中原人第二度南迁，唐至五代时期，惠安地区已开始在泉

南初露头角。据叶野普查所见．惠安境内这一时期的古寺庙、古摹

葬和占窑址等方而的遗存有多处二寺庙有净峰寺、浮山寺，墓葬有

f。潮墓、是f．袜墓蔗忠墓，窑址有窑内窑址等。净峰寺已愈千年，

王潮墓摹室为石构“干”宁形地寓，窑内窑址产品质地已达到一定

的工艺水平。这些都可以印证惠安地区的经济、文化随着古泉州的

迅速发展而同样得到普遍开发，并开始形成建筑技术、雕刻1。艺和

制陶技艺等方面的特色和风格。

进入北宋后不久，惠安独立置县，拓开r在农业、手上业、交

通、文教等力面|兜步发展的新局而二除同垦农f}1、兴修水利的成绩

突卅外，烧陶、冶铁等手。L业也有相应的发展；螺阳后窑窑址、辋川

铁屎巷冶铁遗址等均属这时的遗迹，且在传承唐五代时期的基础

上又有规模的发展和技艺的创新．这说明惠安人民在宋时已经能

够充分利用fl然资源没窑制陶、开炉冶铁。宋室南渡之后，南方成

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泉州乘势而起，一跃而为东力贸易

大港，这对惠安的经济和文化的刺激是空前的。这时，修建桥梁以

通海联陆、便民行旅和加速货物运输，就成了当时的迫切任务。洛

阳桥是这时期中倒桥梁建筑的杰作，对方便福建南北交通和山

海货运，促进经济繁荣起到r非儿的作用．成为“海r始绸之路”

的起点港区之一。此外，獭窟屿桥、青龙桥等也都是宋代兴建的比

较大型而叉艰巨的石桥T程。惠安的桥粱建筑T程浩大，清嘉庆

《惠安县忐》列有纪年的宋至清所建桥梁36座，其中宋建的就有

17座r不包括年代失记的)。可以-兑．宋时惠安的桥梁建筑为“闻

中桥梁甲天下”、“泉州桥梁甲闽中”的说法作出r突出的贡献。



元代，泉州这个“东方第一大港”梯航万国，贸易臻于鼎盛。对

外贸易既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和

文化交流。此时，惠安人民已不再单纯的“业航捕渔”，而是开始

“造舟船”、“兴贩牟利于海外”，以至发展到明朝的“通商贾，辇

货之境外，儿遍天下”的局而通过“海r挫绸之路”，阿拉伯人侨

居泉州地区者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海外文化也使得泉州的堆土

文化因为多无而丰富起来。在惠安境内，至今保存完好的建于明代

前期的百崎回旅墓群，体现r中阿文化交流和回汉民族文化、风俗

的融合，是泉州“海丝文化”的又一明证。

佛教传人我国后，至唐宋元之期，惠安道释并盛，石刻造像和

塔刹成了宫观寺庙的标志性建筑。龙船尾山宋代老君造像、岩峰寺

石壶4佛像、虎屿岩观音造像和浮山■教堂元塔、平山寺元塔等宗教

文化典型遗留，成了惠安宗教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到了明代初期，东南沿海不断受到倭寇的侵扰，还有反明势力

的颠覆活动。明政权方面把日本等邻国列为“小征诸夷”．遣使

结交；一方面又厉行海禁，不许沿海人民与海外诸国交往。但是，福

建沿海包括惠安在内仍然是倭寇骚扰掠杀的重灾区。为巩吲海防，

防范外敌侵优，“洪武二十年(1387)．江夏候周德兴奉(朱元璋)

命经略海棋，置卫所以备防御”．周德兴实施“以陆卜设防与海I

堵御用捕并行不悖”的战略，在豢武．黄崎(莲城)，小州(东th)、

獭窟(浮山)、峰尾等地同时建城，加l建于嘉靖年问的县城、辋川

城．并烟墩23座，形成比较完整严密的海防工程设施，起了“以安

蒸民，以同国防”的作用，崇武古城负山控海，600多年来几经烽烟

战火和风暴地震的摧袭，仍然完好地雄峙东溟。它的历史地位和战

略作用．以至建筑特色和文化内涵，都已成为我国军事建筑学研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一份珍贵资料。

唐宋以至叫清，惠安的居民、宦寓等建筑物，形成了独特的

“皇宫起”南建筑风格。这一时期，闽地多兴建翼角翘E的官庙寺

院，民居一般作“l间张”或“^间张”构式，惠安的建筑、雕刻匠

师由此名闻海内外，并形成了“溪底派”等建筑、雕艺流派。刘望海

故居、张勇故居、陈金城故居等不同时期的代表建筑+从筑建、雕

岂、装饰诸方面多元地反映出惠安建筑I匠的聪明才智。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惠安又给世人留

下了不少革命文物。邱二娘起义遗址、惠安暴动旧址等，是后人引

为自豪的精神遗产，赢得人们水远的纪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惠

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愚公移“i之志，改造一然，必修农出水

利，为后人树立了榜样。惠蜜革命烈士纪念碑、治山治水纪念碑等

近现代革命文物将永远激励着惠安人民“知我惠安，爱我惠安，建

我惠安，美我惠安”的热忱。

纵观惠安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先民们伟大的创

造力。从新石器时代遗址起，历数晋墓、唐寺，五代窑、宋桥、元塔、

明城以至清厝，这条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我们在沧桑的文化史象

中解读到惠安人文精神的源泉所在。此外，惠安的民俗风情和特异

的服饰民俗文物，透露出古老闽越文化与先进的中原文化．遥远的

海外文化之间碰撞交融的重要信息，也足以让我们感受到文明传

承的巨夫力量。

惠安目前拥有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109处，其中国家级2

处．省级6处；文物藏品1000多件，其中经首批鉴定列级的有400

多件。这些名胜古迹及文物遗存，是我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

史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对研究惠安千百年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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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志

第一节 古文化遗址

古叉化遗址，指对1日石器时代、新石嚣时代、青铜器时代和辕嚣时代等的考古发现i惠簧至今已发现新石

器时代遗址2处，商周青铜嚣时代遗址】处：在比较集中且有一定厚度的文化堆积层，采集到一些石器，多量

陶器与陶片，以厦其他一些包含物另外，从涂岭、辋／i】、螺城、黄塘、涂寨、张坂等乡镇的地表、山坡、岩洞、石

隙、渠道、路边 也零星采集到数十件同样的遗物这无疑透露着惠哥的古文化遗址当不止一二处的消包．

还有待继续努力去“探幽索隐”

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走约始于10000多年前，一般延续到4000年前左右，福建的新石器时代比黄j可和

长江流域都较晚，属晚期时代，大约在6000多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新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氏族

公社由盛到袁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以农耕和畜牧的出现为其划时代标志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的出现．也是

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下述墓哥新石器时代遗址所采集的石器、陶器等遗存，也印证这一阶段的文化发展情

况

这些遗址和遗物，说明了惠安在有文献记载以前，已有古人娄活动的历史惠安的社会、经济、文化是源

远流长的

·大昨tl J新彳i器Ufl'g遗址

遗址位于崇武镇大蚱村的大蚱』|I东坡，即尼喉

岩背面。海拔84 6米球北两面濒海，IlI上花岗岩
层叠拒柑石十坡问的40×30水的范同内敞露多

种陶片及已风化的属于原始人类食后抛弃的蛤蜊

壳，文化堆积层厚约1沭。遗址于1958年巾福建肯

文管会和惠安县文化馆联合进行文物肖查时发现，

采集到竹刀I件，残石锛2件和不少陶片。此后垒

】987年先后进行5j!j；=调查采集，义得陶片百余什

从陶片可辨的器形有簪钵。罐等，陶雁多为红、枵

红、黑色夹砂陶、泥质陶，细泥磨光者少；纹饰有篮

纹、绳纹、斜线纹、云雷纹和附加堆纹等泥质红陶

卅|1还发现有彩绘花纹——黑色直线纹

遗址因长期造田耕作、水十流失和开采岩石而

进受严重破坏。

1984年公柑为第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一毫爱

够
2

爵楼⋯新石器时代遗址

遗址位1‘百崎⋯族乡下埭村东北伸向海J△

400水处的肯楼IlI东南坡，海拔近60米，遗址分布

1_t=I‘I腰部分，范隔约70×30米，1978一1979年进行两

次地衷调查．地表及个别十层仪有少数陶片和蜥蚌

壳包含物．文化J丢摹本无存共采集各种陶片】00

多件，石锛l件、残陶拍1件；群众还曾捡到陶网

坠。oT辨陶器形制有罐、壶钵、釜等陶质有红、灰、

黑色夹砂陶和黑、灰色泥质陶。陶器大都轮制，以儿

何形印纹陶为主；还发现一片红色半叶状彩陶¨

纹饰有篮纹、绳纹、席纹别点纹蕉叫纹等，

遗址Ⅲ丌荒种地和挖上隔筑海堤而遭爱过

破坏，

1984年公布为笫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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