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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停在海上，由宋朝廷派市舶官

员登舶查验货品，按一定比例抽取

实物，以贡品的名义由番商运交宋

政府，这其实就是国家的进口税；

来华的外商头领要拜会地方当局，

一般还安排朝见皇帝，皇帝要给商

团大量恩赐，其价值往往大大超过

其所‘进贡’，为的是让外商觉得

有利可图，经常来华贸易。换句话说，

进贡原是一种有偿的交换方式，中

国皇帝有面子，来华商贩得里子。”

《马可·波罗游记》有这样的

描述：“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

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的确难以想象。每一个人，必须付

自己投资总额百分之十的税收，所

以，大汗从这方获得巨额的收入。”

由宋及元，泉州的海外贸易枢

纽地位并没有减弱，而是加强了。“大

批外国商品运到这里，再运到全国

各地销售。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

非常可观。但运到亚历山大港供应

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

见绌，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

游记中还说道，泉州地区“一切生

活必需品非常丰富”。譬如德化瓷器，

物美价廉，一个威尼斯银币能买到 8

个瓷杯。

“2020 年德化尾林、内坂窑考

古发掘收获”这一考古成果，则证

明了《马可·波罗游记》并非虚言。

“在我国首次在一个窑址中揭露四

座横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

同时出现龙窑、分室龙窑、横室阶

级窑等窑型，在一个窑址就能够感

受近千年陶瓷烧制的发展史，十分

难得。” 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

所副所长羊泽林研究员在泉州城考

古学术研讨会上如此表述。从 2020

年 3 月到 6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福建省博物院、德化县陶瓷博物馆、

德化县文管办、厦门大学携手对德

化县尾林窑址、内坂窑进行考古发

掘，在 442 平方米的发掘现场，共

出土宋至清代青白瓷、白瓷、青花

瓷标本数千件。此次发掘还采集 200

多件不同时代、不同釉色、不同窑

址标本的胎釉成分数据，结合历年

标本的测试成果，初步建立德化古

窑址标本数据库。

三项考古成果中，“安溪青阳

下草埔冶铁遗址”不仅显示了宋元

时期泉州钢铁冶炼的技术水平——

从炉渣成分可以得出，此地当时可

冶炼熟铁、生铁和钢，且是我国首

个考古发掘的块炼铁冶炼遗址。“其

钢铁产品不仅销往附近地区，还通

过泉州刺桐港‘兴贩入海’‘远泛

蕃国’。”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副院长、教授沈睿文如此介绍，“甚

至，这些产品在前几年发掘的‘南

海一号’沉船中都能看到，可见铁

制品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

的重要产品之一。”

航海贸易催生出航海文化。不

仅在天后宫，在泉州采访期间，记

者还发现，此地与漳州、厦门一带，

包括广东省，香港、澳门特区，以

及海峡对岸的台湾省，有一个文化

上共同的女神——妈祖。妈祖文化

如今不仅连接这东南沿海，更连接

着海外不少地方的华人，形成了“有

海水处有华人，有华人处有妈祖”

的特点。而沪上著名雕刻家杨忠明

先生则告诉记者：“泉州有天后宫，

上海也有天后宫。泉州有洛阳桥，

上海如今普陀区桃浦镇的绿杨桥，

又名洛阳桥，用吴语来说，绿杨桥

和洛阳桥的读音是一样的。此地当

年也有旧时的航标塔……”在杨忠

明看来，泉州的古代航海文化，不

仅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简

单。中国东南沿海的古代航海文化，

包括上海的古代航海文化，特别是

其间还有哪些秘密待解，在泉州申

遗成功以后，更有望深入研究。

上图：游人在傍晚时

分游览泉州洛阳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