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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B_BA_E6_B3_89_E5_c34_185682.htm 大家好，欢迎各位参

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是中国唯

一以海外交通史为专题的博物馆。1959年创建，新馆于1991

年建成。它的外型象一艘扬帆起航的大海船，内设有“泉州

海外交通史陈列馆”、“泉州宗教石刻馆”、“泉州民俗文

化陈列馆”和“中国古代船模馆”等四个展馆。 在“泉州海

外交通史陈列馆”，我们将从大量的珍贵文物和模型中去了

解古代泉州、了解古代刺桐港的兴衰。泉州，古称“刺桐”

，作为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曾在东西方文

明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泉州的海上交通，起源于

南朝而发展于唐朝。到了宋元时期，刺桐港的海上贸易活动

空前繁盛，被马可波罗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当时的泉州

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中心。到了明清两代，由于中

央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致使官商渐渐衰弱， 而私商贸易迅

速崛起。大批移民流向海外，泉州因此成了一个著名的侨乡

。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古代泉州府的版图。古代泉州府的管辖

范围包括德化、永春、安溪、晋江、石狮、惠安、南安，以

及解放后划归厦门的同安和现属台湾的金门岛。古刺桐港素

有“三湾十二港”之称。“三湾”所指的是：泉州湾、深沪

湾、围头湾，在每个港湾中各有四个支港，由此而组成了这

个著名的东海名港。在这个沙盘中所标出的是泉州省级、国

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泉州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

文化名城之一，现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二处，其中



大部份与泉州悠久的海洋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据记

载福建最早的居住者是闽越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就

已“善于造舟“。从1920 年在福建连江出土的独木舟残件，

能够明显地看到有火烘烤的痕迹，这说明在当时人们已经能

够用火和石斧制造独木舟用于海事活动。由独木舟发展而来

“舢写船”形状象一只栩栩如生的水鸟，它已经具备了福船

的一些特征，可以说是福船的前身。在公元后的十六个世纪

里，福船以它优良的性能、先进的技术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

船种之一。 三国孙吴时，晋人因永嘉之乱南迁。现在泉州地

区的王、林、陈、黄、郑、唐、邱、何、胡等姓氏的祖先，

多来自于中原。他们来到晋江的两岸，沿江而居，开始把这

条江称为“晋江”。三国吴景帝永安三年（公元260年），由

于晋江人南迁，闽南地区人口增加。吴国设置东安县加强管

理。管辖南安、晋江、同安三县，县治设在今天的南安丰州

，使丰州成为当时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80年，

在丰州出土了“太康五年六月六日作”的基础和一批随葬的

陶制日用品，至今，闽南农村的一些生活用品仍保留着当时

的风貌。 经过两晋的发展，泉州海上活动渐渐活跃，到了南

朝，泉州已经有大船通航南洋。有记载最早来到泉州的第一

个外国人是印度僧人拘那罗陀（真谛）。他曾两次想由拉州

乘大船前往梭伽修国（今马来西亚），都因遇到风浪，而不

能成功。在九日山下的延福寺里，由他历时多年翻译了《金

刚经》等经文，为佛教的传播作出了－份贡献。至今九日山

仍存有一块“翻经石”，是传说中拘那罗陀翻译经文所在地

。 唐代是泉州港海上交通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景云二年（公

元711年）泉州和福州分治；而到了开元六年（公元718年）



泉州治所从南安迁移到了现在的泉州市区。这时，泉州户口

，发展到三万五千五百七十一户，约十几万人口。泉州经济

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农业、织造业、陶瓷业、冶炼业等在这

一阶段都已经初具规模，这为泉州在宋元时期成为一个世界

性的经济文化中心奠定了一定基础。这时期泉州的海外贸易

交通发展十分迅速。1982年，在开元柳三娘佛塔中所发现的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经幢上刻有“海路都指挥使“的名

称，这就是当时专设的管理海外贸易的官职名称。可见当时

泉州的海外贸易已经发展到需要由专人的管理。 唐五代时，

泉州节度使留从效为适应海外贸易的发展而扩展城区，并沿

城环植刺桐树。从此，外国人亲切地称泉州为“宰桐”

（ZAITUN）。但是，它在阿拉伯语中的含义却是油橄榄。

这或许是他们睹物思情，看到了刺桐花，想起了故乡的缘故

。 宋元两朝，是泉州交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泉州

与汴京（开封）、京北府（西安）、杭州、福州、长沙、庐

陵、南京同称为全国八大城市。城市户口由唐元和年间的三

万多户增加到淳枯年间的二十五万五千七百五十八户，已经

拥有百万人口。为适应港口城市的发展需要，泉州又多次扩

修城墙，这里所陈列的宋代城墙，就是南宋嘉定年间，以“

胡贾簿录之资”大修的历史见证。 宋时商船外出经商，一定

要持有市舶司发给的公凭。李充公凭就是当时由宁波市舶司

发出的。李充是一位泉州商人，他带领商船到日本经商，并

将公凭留在了日本。公凭中记载了纲首，也就是船长李充，

并且将一艘船的甲板分成几个区域，分别记明负责各个区域

船员的姓名。另外，还详细记载了船上所载的货物。可以说

它是最早的出国签证。由于当时泉州没有设市舶司，泉州商



人外出经商都绕道宁波领取公凭，给许多经商活动带来诸多

不便。因此，北宋元枯二年（公元1087年），中央政府在泉

州设置了市舶司，下设堆放货物的市舶库和接待外宾的来远

驿。便利了过往商人的贸易活动。 为了将优质的货物源源不

断地运送到港口，泉州人架起了中国第一座跨海石桥一洛阳

桥。这座桥梁首创筏形桥基，并且采用种植牡蛎的方法加固

桥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生物学和工程学综合运用的最成

功的例子。洛阳桥建成之后，港口附近的许多地方纷纷仿照

它的造桥方法，建成了许多长度不一的跨海石桥。其中堪称

中国最长的古代跨海石桥的是安平桥，桥长2250米，俗称“

五里桥”，素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说。当时人们这样形

容泉州的桥：闽中桥梁甲天下，泉州桥梁甲闽中。 古代泉州

人的智慧卓越超群，早在一千多年前，他们就能够用“桐油

加钉子”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船种：福船中的泉州船。1925

年，泉州湾后诸港曾出士了一艘宋代古船，残长24．2米，

宽9．15米，复原之后，它的长度可以达到36米，宽11米，载

重量200吨以上，是当时泉州所造的中型的货运海船。从它的

剖面模型上，我们可以发现它有十三个水密隔仓，水密隔仓

在中国的运用始于唐代，比欧洲早了一千一百多年。另外，

我们还可以从这艘船模上发现，它的船锚采有物是木爪石碇

的结构。近百年来在日本、朝鲜等地发现有不少与泉州船相

雷同的碇石，这足以证明古代泉州船的足迹。 近年来，我们

在港口附近发现多艘沉船。其中1980年在法石湾发现的一艘

载重量吨左右的宋船上，有一片蔑帆的残件，属国内唯一的

一件珍贵文物。蔑帆是泉州古代海船用帆的一种类型。在南

宋前，棉花种植纺织没有广泛推广之前，只有官船才用得起



昂贵的丝织品作帆。聪明的泉州人用蔑片、竹叶等天然植物

原料制成蔑帆，一直到明朝仍广泛运用。 一艘艘性能优良的

泉州船驶向朝鲜、日本、驶向东南亚，甚至远渡重洋，驶向

非洲东部，驶向地中海，将精美的刺桐缎和中国瓷器带到了

世界各地。同时也载回了无数为经商、传教等不同目的而来

的海外友人。 在当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同种宗教的不同教

派之间，都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但古代的泉州却以她博大的

胸怀，同时容纳了多种宗教共同生存和发展。这当中有中国

传统的道教、南朝传入中国的佛教，还有伊斯兰教、基督教

、印度教和摩尼教。千百年来，泉州的石刻默默记载了诸多

宗教在泉州的兴衰。象清源山上中国最大、最古老的道教石

刻老君岩；晋江东石南天寺的“西天三型”佛教石雕；伊斯

兰教“蓄刻墓”石碑；基督教的“也里可温吴安哆呢嗯碑“

和“安德列佩鲁贾基碑”；印度教保护神毗湿努力雕像以及

世界仅存的草庵寺摩尼光佛雕像和摩尼教经文石刻。除此之

外，海交馆内现存的五百多件宗教石刻，无一不证明，泉州

无愧于“宗教博物馆”的称号。 明代，是中国及全世界航海

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提起“郑和下西洋”，总能牵动中国人

的民族自豪感。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由两万

七千多人和近两百多艘福船组成的船队由泉州起航，浩浩荡

荡驶向“西洋”，你可知其中有多少泉州人辛勤的汗水。据

史料记载，郑和船队中百分之七十五的水手来自福建，仅在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福建订造的海船，就有一百三

十多艘。郑和宝船，是船队中的指挥舰。史书记载“长四十

四丈四，宽十人丈“，为福船型。复原后长约126米，宽约51

米，载重量可达七千多吨，排水量一万五千吨，可称得上是



世界上最早的万吨轮。由于当时没有机械设备来推进它，只

有充分利用风力，因而它的帆特别多，史称“九桅十二帆”

。 然而，就在郑和船队满载和平和友谊驶向世界各地传播大

国礼邦的优秀文化时，明朝政府两度宣布实行“海禁”，只

允许泉州和流球通商，泉州由此成了对琉球贸易的中心港口

，两地关系渐密切。明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赐福建人三十

六姓移民琉球，这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及朝贡贸易的进行

，起了很大作用。现在日本仍保留有这三十六姓的族谱，证

明了琉球和泉州的亲缘关系。 作为当时中国的一个附属国，

琉球王要由明朝册封，在历代册封琉球使一览表上，我们能

看到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至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

）的四百多年间，共有二十五位使臣前往琉球册封。“封舟

”是册封使臣所乘坐的船只，都是由朝廷下令福建承造新船

或买船改装。据记载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所造的

一艘封舟，长15丈，宽3．16丈，有28舱，并有三层船舱，船

尾还建有尾楼，安放海神妈祖，祈祷平安。 在明代，倭寇曾

多次进犯我国沿海。泉州作为一个沿海大城，自然也不可幸

免。明嘉靖年间倭寇犯境的简表显示，在短短的四十四年里

，倭寇进犯达十五次之多，每一次都给泉州沿海人民带来了

巨大灾难。 为了抵御倭寇进犯，泉州人铸造了大大小小的铁

炮，有的重达一万多斤。同时，泉州还涌现了一大批抗倭英

雄，其中有和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的俞大猷。 由于“海

禁”，刺桐的官商贸易日渐衰弱。沿海商人的贸易受到影响

。为了同朝廷相抗衡，沿海许多海商纷纷组织了规模宏大的

船队从事私商贸易，最具代表性的是郑氏海商集团。创始人

郑芝龙，在年轻时到过日本，并在乎户与田川七左展门之女



结婚，生长子郑成功。郑氏集团将日本作为主要贸易对象，

同时与荷兰等国及东南亚地区有贸易往来。在我国贸易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最早的私商活动出现在安平港，这里可直通

金门、厦门，是闽南水陆交通枢纽之一。安平商人早在唐代

就航行海外。明代，他们的贩海活动达到鼎盛时期，足以和

安徽商人相匹敌。到了明代中晚期，私商贸易中心逐渐转移

到漳州的月港，并逐渐向厦门港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

沿海的产生，为寻求生路，大批移民涌向海外，使泉州成了

一个著名的侨乡。据统计现在世界各地的泉州藉华侨已达人

百多万，主要分布在东南亚、日本、美国等地。他们的出国

，使中外民俗文化出现了一场奇特的交融。至今，我们还能

够在世界许多地方发现中国风格的“石敢当“、泉州式的“

风狮爷”；也能够在泉州发现许多有异国情调的物品，“萨

兀”就是印尼华侨参加巴厘岛宗教活动的用品。泉州的建筑

风格，也受到海外的影响。例如，最繁华的中山路两旁的骑

楼，就是受东南亚风格的影响而建的。同时随着近代华侨由

东南亚向世界各地移民，类似的风格也出现在悉尼、旧金山

等地方唐人街。 每年的三月和九月，总会有众多的香客从世

界各地云集湄洲，拜祭海神妈祖。妈祖，姓林名默，相传她

经常拯救海上遇险的船只，为乡亲行医看病，死后被奉为神

。宋朝时，沿海各地的海民和航海者把妈祖奉为海神。北起

丹东，南至广州的重要港口都建有妈祖庙。通过华侨，妈祖

信仰传到了世界各地，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庙。在

这近千座妈祖庙中，大部份庙宇是由泉州分炉出去的。因而

始建于南宋庆历二年（公元1196年）的泉州天后宫，是中国

八百多座天后官中唯一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妈祖



已经不仅仅是海上保护神，她更成了许多海外赤子思乡情节

难以割舍的一部份。 我们所熟悉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在继承

并发展了郑氏海商集团的贸易之后以商养战。公元1661年，

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但是公元1662年，就因病

去世并安葬在台湾，公元1699年，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率部

回归祖国时，将他的遗骨带回家乡安葬。至今，我们仍然能

够从水头郑成功墓出土画像的复制品中，一睹这位民族英雄

的风采。 随着明清两朝闭关锁国以及古刺桐港港口的自然地

理条件的变化，古刺桐港逐渐衰弱了。但是，通过这个海交

史陈列馆，我们不难想象出当年“缠头赤足半蕃商，大舶高

樯多海宾”的辉煌岁月。回顾历史，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

几百年后的今天，这再度开放的城市，将会迎来更灿烂的明

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