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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泉州的采访，主要放在了两
个方面：辨识这一系列遗产的空间范
围、体会遗产价值的真实可信。这些
遗产为何具有令人信服的真实性？考
古发掘、文献记载和石匠都“帮了大
忙”。遗产中的石质内容易存有更多的
历史信息。22个遗产点中，有17个涉
及石建筑、石材料和石工艺。九日山
祈风石刻、老君岩造像、伊斯兰教圣
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以及体现运输
网络的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江
口码头、石湖码头、万寿塔和六胜
塔，更可直接看作闽南石匠的杰作。

蒋钦全就是一名这样的石匠，早
就列在我的采访名单上。他的古建维
修团队曾参与修缮了泉州的多个遗产
点。此次，我想通过他来看看泉州保
护文化遗产的维护水平。

我只问了他两个小问题：如何选
料？怎么修的？

“几乎都要使用先人传统的建造方
法来做维修保护。”蒋钦全非常儒雅，
保持了闽南老一代生意人的醇厚与睿

智、慷慨与节俭。他是国家级非遗项
目“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每当谈及自己的维修思路，
则总与宋时 《营造法式》 相比对，强
调有法可循。

从 1981年开始，文物部门对多年
失修的万寿塔进行抢救维修。塔上的
拱石、檐石都是各层的出檐石，损坏
最多、最严重又被叠压在塔身石之
中。维修工程就是要抽插更换那些断
裂破损的石料，又必须计算精密，不
能失去任何承重平衡。这个工作如同
当代和古代的石匠一起在玩“抽积
木”冒险游戏。

蒋钦全生于惠安崇武的石雕世
家。祖父蒋梅水与叔公一代在台湾和
东南亚等地留下诸多设计、雕琢的大
作。“那些万寿塔断石的残部，只能用
钢钎慢慢从塔身上破碎取出；然后测
量尺寸与入石深度，按原样材料进行
加工、做旧、校正定位。由于吊装复
位难度较大，采用了自制吊装机械。”
他总是很清晰、很亲切地描述那段过
程，仿佛是在享受含饴弄孙的趣事。

维修团队用了两年时间，把万寿
塔990余块构件修补复原完毕。

我实地去看了 2017年新维修的六
胜塔。塔身已经恢复了当年的雄伟，
新旧石料搭配得当，浑然一体，显示

了可以信赖的闽南石工传承水准。六
胜塔的维修技艺更为细腻，使用了特
有的糖水灰浆勾缝工序，工匠们将蚝
壳灰、淡水河沙、糯米浆和红糖水各
自预先加工再混合，灌入到石缝中，
以此确保持久的稳定。

以十二世纪初的南宋绍兴年间为
代表，泉州经历了前后 300 余年的

“造桥运动”。现存建造朝代明确的桥
梁有 318 座，其中创建于宋元时期的
有 175 座。泉州“申遗”时，就将其
中 3 座著名的石桥列入了系列遗产范
围。

2006年和2007年，在经历了台风
“桑美”“圣帕”侵袭后，遗产点安平
桥部分桥板倾斜、断裂和缺失，部分
栏板松动、断裂和缺失。2007年蒋钦
全团队负责对安平桥进行了抢险加
固；在2013年、2015年再次进行局部
保护修缮。

在采访时，蒋钦全有一个细节给

我印象很深：他用极短的时间，就在
现场描画出了安平桥的正剖面和俯视
图，一目了然地演示了古人的造桥智
慧。“我觉得申遗以后，泉州对古建筑
的保护水平应该会更科学化，原形
制、原材料、原工艺也会坚持下来。”
他从自己的视角，诠释了自己热爱的
这座城市的未来。

……
无论你到过多少次泉州，甚至你

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 2021
年的 7 月，都难以立刻而恰当地描述
这个新晋的文化遗产之城。

即使一座城市拥有足够多的遗产
数量，也并不天然地就能成为世界遗
产城市。真正的世界遗产城市，应该
具有相互关联、可阐释的遗产地空间
和可见、可感知的遗产地精神。“泉
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系列遗产也因此提供了一次全新的机
遇和挑战。 （未完待续）

安平桥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07年进行抢救性
维修时，拆除断裂桥板是非常谨
慎的系统工程。每块桥板长约

5-11 米，桥面不能使用运输车
辆。所以在每一座桥墩上沿途垫
上枕木，上铺四条槽钢，槽钢上
铺上滚动轴来运输材料。

七月的泉州
——从历史文化名城到世界遗产城市

本报记者 齐 欣

（上）

进入 7 月，福建迎接世界遗产大
会开幕的气氛已很浓烈。憋了两年的
翘望，开始在福州的街头巷尾展现、
绽放。但在相邻两小时车程的闽南泉
州，激情被暂时压抑下来，祈盼化作
了刻意的安静。我们在大会会场进行
新闻采访，也把精力放在关注世界各
地发生的情节，只在私下里为中国的
这一申遗项目默默做些准备。

消息是在 25 日傍晚传出的：“泉
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系列遗产获得评审通过，如愿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近年来，还没有哪
个申遗项目能得到如此强烈的社会关
注又引人向往。我在 26 日就到了泉
州。那里依然热浪滚滚，但这丝毫没
有阻住当地人和游客的激动与热情。
大开元寺是被列入的 22 个遗产点之
一，位于西街的大门上用了最大的横
幅庆祝申遗成功。我去拜访时，又恰
逢观音菩萨成道日，这在许多泉州人
心头也是件大事。当地人非常愿意和
我一起分享这种加倍的喜庆，在傍晚
一边喝茶说史迹，一边让我品尝了用
冰糖和糯米制作、重达48斤的“祈福
米龟”。傍晚的泉州最是令人印象深
刻，夕阳、高温将遍布古城的红砖建

筑色彩渲染得更为浓重。当地黏土富
含三氧化二铁。唐宋开始以之烧制成
砖，色彩贴合闽南人热情豁达、喜好
吉庆、敢拼敢赢的秉性。如果说要选
用一个颜色来代表这座汇聚了闽南文
化的城市，那我首推红砖之色——只
有去体验了更多的文化遗产区，领会
了东海的蓝、唐宋延续下来的花岗岩
石建筑的淡灰或加上瓷器的岁月釉
彩，此时才会觉得泉州还可有更宽广
的选择。

这座城市在1982年被列为中国第
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我每次去泉州，
都以中山路为轴浸入城区深处。以前

只需记录名城变化；现在则须心中明
白：名城核心区也几乎全部重叠成为
遗产区的一部分。我特意起个大早去
看著名的“中菜市场”。申遗成功后，
许多泉州旧时珍贵影像又在网络上开

始热传。将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泮宫
菜市场画面与今日比对，除了摊贩不
再挑卖刚孵出来的小鸡小鸭，特有的
喧嚣还在，鱼摊仍然拥有最大的阵
容；各种勾人食欲的鱼羹、鱼丸，也
还保留了原有的模样。但如果仔细观
察，显而易见的变化是周边新出现了
众多考古工地和随处可见三角形的遗
产区界桩。

虽然游人熙攘如织，但早市时光
仍是属于泉州人的！水沟巷和竹街一
头连着中菜市场，另一端连着三义庙
和南薰门遗址。我特别喜欢在这个位
置来看清晨过往：南薰门遗址碑周边
的庙宇早早就摆出茶桶供路人解暑；
老人买菜路过，很自然地在香火萦绕
的香炉前略微停步，合十祈愿。这片
市井中又密布了许多遗产点。与三义
庙一墙之隔，就是一个游人尚未光顾
的重要遗产：市舶司遗址。市舶司设
置于 1087 年，当年就位于晋江江畔，
是宋元国家政权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
行政机构。这里的考古发掘已经持续
了 3 年。我去现场看的时候，宋元时
期的地面遗迹已经出土并被确认。考
古工作者说，这应属于官方所有的较
大型建筑的地面……

就这样，在历经多年未曾放弃的
努力后，在 2021 年那个炙热的七月，
泉州从一座历史悠久的历史文化名
城，恬静、自如地变为一座全新的世
界遗产城市。

深沪是个夏日安静的小镇。目光
越过深沪湾，可以看到遗产点万寿塔
矗立在直线距离 11 千米外的北方山
巅。宋元时起直至近代，万寿塔、六
胜塔一直都是海船抵达泉州港的航行
地标。两座塔的形象也出现在古代沿
海地图和航海图中。最珍贵的是，这
些地标环境特征，至今仍清晰可辨。
骄阳下海风拂动，总能给拥在渔港上
的慕名眺望者带来丝丝惬意。但只有
当年远航抵达的人看到这一切时，那
才真的称得上是心情酣畅。

与遍布泉州城内外的诸多遗存一
样，万寿塔也以花岗岩建造，是一座
仿楼阁式空心石塔。塔自身有 21 米
高，天气晴朗之时，远在25千米之外
的航船都能看到它。

深沪镇与石狮接壤，经济实力强
劲，曾被授予“中国内衣名镇”。这里

历史上出海人多、华侨多，人才辈
出。我到镇上的时候恰逢休渔期，也
就没能见到热闹的码头鱼市。港内的
渔船整齐排列，桅杆密集得如同水上
的森林。待到 8 月下旬休渔期结束，
这个小镇才会苏醒过来。

也许很快，文化遗产资源会让这
里变个样子……

从哪儿开始去理解作为世界遗产
的泉州？与“红红火火”逛名城的旅
游打卡方法不同，“泉州：宋元中国的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系列遗产描绘了

一个1000年前的人类生活空间，但是
能“看”到那个泉州并非易事——既
需要专业的导引，更需要个人“安安
静静”地感悟。我像许多人一样，一
直想象着能在烟雨中、甚至在波涛中
进出深沪湾和泉州湾，尽可能地贴近
公元10至14世纪的季风季节，像航海
者那样手搭凉棚般地寻望万寿塔和六
胜塔。海况允许的前提下，当年的商
船一鼓作气北上，半天时间就能穿过
大坠岛、小坠岛抵达石湖码头和江口
码头。刺桐港和泉州为航海者展开怀
抱，带来欣喜。

我觉得深沪镇能够轻松、真实地
实现这愿望中的一切！离开渔港时，
我已经开始在盘算这条理想中的遗产
价值体验线路并将它称之为“泉州小
道”。体验泉州的“零公里”，应该远
远地从数十公里之外的深沪湾启航
——毕竟，当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派的
国际专家前来评估时，也是从这里登
船，眺望着那两座著名的航海地标，
渐渐驶入了这个“海丝”时代的繁荣
世界。

如果设立一条“泉州
小道”遗产体验线路，那么
“零公里”应该在哪儿？

泉州历史文化名城
范围，已与文化遗产区
高度叠加、融合

泉州前后历经300余年的
“造桥运动”，需要大规模使
用 花 岗 岩 建 材 ， 也 需 要 先
进、高效的生产工具。铁制
品既是宋元海洋贸易重要出
口产品，也会对当时社会发
展提供支撑。

寻找冶铁遗址的过程颇
费周折。考察队员先后8次前
往安溪地区。在 2019 年最终
发现冶炼铁渣时，队员林瀚
兴奋不已。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
资料照片）

安平桥是怎么修的？

根据考古发现，磁灶窑、德化窑在宋元时期达到其窑业
生产高峰。通过学习先进工艺、仿烧南北名窑、创新生产技
术、改善经营管理、把握市场信息、定向海外需求，形成适
应海洋贸易的生产机制。两处窑址均进行过考古发掘，已初
步建立文物保护、展示体系。回顾泉州地区窑业史研究，从
考古资料和世界遗产视野出发，重新认识泉州沿海地区与内
陆山区窑业的不同工艺技术体系传承和各自产业发展历程，
及其在窑业生产结构、产品消费市场方面形成的共存互补关
系。二者共同烧造的大量不同档次的陶瓷器，部分满足了当
地城镇市场需求，部分经泉州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输往海
外，其影响重大而深远。

（栗建安：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
究方向为陶瓷考古、水下考古）

泉州系列遗产
价值研究新进展

下草埔遗址体现了宋元时期安溪地区冶铁的地方特点。
该冶铁遗址以块炼铁冶炼为主，集生铁和块炼铁生产技术为
一处。同时，遗址存在高碳积铁，可能产自块炼法冶炼。这
表明该冶场拥有比较完整的冶铁技术体系。这一发现是对边
地冶铁技术的全新认识。

目前考古发掘所见块炼铁冶炼炉结构完整、炉型多样、
保存状况较好，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此
外，该遗址采用板结层的方式就地处理掩埋冶炼垃圾也是国
内外首次发现。经调查发现，该方式普遍见于安溪地区宋元
时期的冶铁遗址，为典型的地域性特点。

通过固定不变的路线、内河航运的便捷运输系统，宋元
时期安溪地区包括下草埔遗址在内的铁制品，在泉州随同泉
州的铁制品加入了海上航道。

（沈睿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为汉唐考古；易曙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博物馆副研究
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

泉州是世界多元文化的汇合地，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
景观。泉州天后宫具有鲜明的建筑特色和时代特征，其独特
的景观特征与丰富的景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闽南文化
的多元堆积层垒的特点，是我们祖先留存下来的宝贵历史文
化遗产。

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系列遗产
点之一，泉州天后宫建筑格局和形制信息完备，遗产要素保
存完整，是体现航海文化与海神信仰的重要物质遗存，具有
突出普遍价值。

（何振良：福建省泉州府文庙文物保护所研究馆员，主
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陶瓷、妈祖文化和福建地方史）

开元寺为泉州佛教首寺，其宏大的规模、高规格的形
制、罕见的石塔杰作及融合了佛教、古印度教等特征的建筑
构件、装饰，成为宋元时期泉州港中外宗教文化和谐共存、
建筑与艺术相互交融的重要实物见证。

如今，文物、民宗、消防、公安、宗教团体、信众、社
区居民、志愿者等部门和社会人士组成多方面的专业团队，
一起构建了开元寺遗产保护管理的完整体系，使得这座“佛
国名传久，桑莲独擅声”的千年古寺得以保存和传承下去。

（黄明珍：福建省泉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
方向为泉州传统建筑、民间信仰）

泉州系列遗产，多涉及
石建筑、石材料和石工艺，后
期保护需要极高专业经验。

图为泉州系列遗产点金交椅山窑址图为泉州系列遗产点金交椅山窑址。。

图为泉州系列遗产点图为泉州系列遗产点
安溪下草埔冶铁遗址安溪下草埔冶铁遗址。。

20212021年年77月月，，泉州晋江深沪渔港内泉州晋江深沪渔港内
的船队在等待开渔季节的到来的船队在等待开渔季节的到来。。泉州泉州
成功申遗成功申遗，，也为这里新增了文化发展也为这里新增了文化发展
机会机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齐齐 欣欣摄摄

下图：位于泉州鲤城区的
“中菜市场”并未只留下“买”
“卖”的功能，而是通过人们的
交流，延续了历史名城和文化遗
产共同珍视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
间。 本报记者 齐 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