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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 今 泉 州 为 中 心
，
文 中 涉 及 的 九 个 窑 址 形 成 了 三 个 同 心 圆 的 圈 层

，
属 于 不 同 的 产 品 圈 。 在 梳 理 九 个

窑 址 窑 业 发 展 情 况 的 基 础 上
，
分 析 三 个 圈 层 的 产 品 特 色

，
以 及 由 此 反 映 的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的 特 点 。

关 键 词 ： 泉 州
；
宋 元 时 期

；
窑 业

；
产 品 圈

Ａｂｓ ｔ ｒａｃ ｔ
： Ｔａｋ ｉ ｎ

ｇＱｕａ ｎ ｚｈｏｕａｓｔｈｅｃ ｅｎ ｔｅｒ
，ｔｈｅｎ ｉ ｎｅｋｉｌｎｓ ｉ ｎ ｔｈｉ ｓｐ ａ

ｐ
ｅ ｒｆｏｒｍ ｔｈｒｅｅｃｏｎ ｃ ｅｎ ｔｒｉ ｃｃ ｉｒｃ ｌ ｅ 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ｂｅ ｌ ｏｎ

ｇ

ｔｏｄｉｆｆｅ ｒｅｎ ｔｐ ｒｏｄｕ ｃ ｔｃ ｉ ｒｃ ｌ ｅ ｓ ．Ｏｎ ｔｈｅｂ ａｓ ｉ ｓｏ ｆｃｏｍｂ ｉ ｎ
ｇ ｔｈ ｅｄ ｅｖｅ ｌｏ

ｐ
ｍ ｅｎ ｔｏ ｆ ｔｈ ｅｎｉｎ ｅｋ ｉ ｌｎ ｓ ｓ ｉ ｔｅ ｓ

， ｔｈ ｉ ｓｐ ａ
ｐ
ｅｒａｎ ａ ｌ

ｙ
ｚｅ ｓ ｔｈｅ

ｐ
ｒｏｄｕ ｃ ｔｃｈ ａ ｒａ ｃ ｔｅｒｉ ｓ ｔ ｉ ｃ ｓｏ ｆ ｔｈｒｅ ｅｃ ｉ ｒｃ ｌ ｅ ｓａｎｄｔｈ ｅｃｈ ａ ｒａｃ ｔｅ ｒｉｓ ｔｉ ｃ ｓｏｆｒｅｇ ｉ ｏｎ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ｉ ｃｄ ｅｖ ｅ ｌｏ

ｐ
ｍ ｅｎ ｔｒｅ ｆｌ ｅｃｔｅｄｂ

ｙ ｔｈ ｅｍ ．

Ｋｅ
ｙＷｏ ｒｄｓ  ： Ｑ ｕ ａｎ ｚ ｈｏｕ ｘ 

ＳｏｎｇａｎｄＹｕ ａｎＤ
ｙ
ｎａｓｔｉ ｅ ｓ  ， 

Ｋｉｌ ｉｉ ｉ ｎｄｕ ｓ ｔｒｙ 
＾ 
Ｐｒｏｄｕ ｃ ｔｃ ｉ ｒｃ ｌｅ

泉州 位于福建 省东 南沿海 ， 是 １ ９ ８２ 年 国 务 院首

批公布 的 历 史 文化名城之
一

。 泉州 海域位于东海 和南

海 的 交 界地带
，
海 岸线绵 延 曲 折

， 形成 多 处 天 然深水

良 港
，
航运条件优越

， 是 宋元 时期
“

海 上丝绸 之 路
”

的

重要港 口 城市之
一

。 ２０２ １ 年
，

“

泉州 ： 宋元 中 国 的 世界

海 洋 商贸 中 心
”

获准 列入 《世界遗产名 录 》 。 泉州 以海

上贸 易而繁荣 ，
海 上贸 易 以陶瓷 为 主要商 品 。

以 今 泉 州 古 城 为 中 心
，
按距 离远近 ，

文 中 涉 及 的

九个 窑 址落在平面 图 上 恰 好形成 了 三个 不 甚 规整 的

同 心 圆 ， 属于三个 不 同 的产品 圈 。 距离 泉州 ２５ 千 米以

内 的 有泉州东 门 窑 、 晋江磁灶窑 、惠安窑和 南安窑 ，
距

离 ６０
？

９０ 千 米 以 内 的 有 同 安窑 、 安溪 窑 、 厦 门 （ 碗 窑 ）

窑和莆 田 窑
，
距 离 １ ００ 千米以 上 的 有德化窑 。

一

、 ２５ 千米 以 内 的 窑址

第
一

个 同 心 圆 包括 的 窑址距 离 泉州最近 ， 交通资

源最 为 便利 ，
虽然 质 地不 甚精致 ，

但产 品 生产 时 间最

长
，
最具特色 。 尚 未形成 区域明显特征 ，

产 品面貌较 为

多 样
， 有 白 釉 、 青 釉 、 影 青 釉 酱 黑 釉 、 黄 绿 釉 、 素 胎器

等 。

１ ．泉州东 门 窑 ？

东 门 窑 位于泉 州 碗窑 乡 （ 碗 窑 乡 在 泉 州 市成 立 以

后 ，
属于晋 江县 第 四 区 ） ，

距 离 泉 州 市区约 １ ４ 千米 。

１ ９５ ６ 年调查 ，
时代宋代 。 主要采集 白 釉 、 影 青釉 、 青釉

碎 片 。 可能生产过外销瓷 。

２ ． 晋江磁灶 窑

磁灶距离泉州 市 区 ２０ 千米 。 从 现有 考 古 资料其

大致分 为 南 朝 至唐 代 、 唐 五 代 、 北 宋 至 南 宋和 南宋 中

晚 期至 元代 四个时期气 发现宋元窑址 １ ２ 处 ， 分 布 于

岭畔 的 蜘蛛 山 、 土 尾 庵 、童 子 山
一

号 窑 、 山 坪 ；
磁灶 的

许 山 、宫仔 山 、顶 山 尾 、 大树威
；
前埔 的 曾 竹 山 、金 交椅

山 、 溪墘 山 以及现属 南安官桥下洋 的 斗温 山气

磁灶土尾庵 窑址？
，
时代 为 南宋至 元代 。 １ ９９ ５ 年

发掘
，
揭露

一

段龙 窑
，
出 土 陶 瓷器 有 青 釉 、 酱 黑 釉 、 黄

绿釉及 素胎器等 。 胎 色 多 为 灰或深灰 色
，
胎质较粗 ，

吸

水性强
； 部分器物未烧透 ，

胎 色 土黄 、胎质疏松 。 多数

器物 的 外壁仅 施 半釉 、 底 、 足露胎
；
釉面 多 数较 暗 ， 部

分釉 色 光亮者 多 有细 密 的冰 裂纹 。 黄绿釉 器
一般在釉

下施 土 黄 色 的 化妆土
，

二次低温烧成 ；

一

部分 素胎器

上仅见化妆土 ， 为 黄绿釉 的半成品 。 器形 有碗 、盘 、碟 、

盏 、 杯 、 钵 、 盆 、 罐 、 壶 、 盖 托 、 水 注 、 执 壶 、 灯 、 炉 、 瓶 、

枕 、 砚 、 砚滴 、 军持等 。 瓷器装饰 有刻划 、 剔 刻 、模 印 、堆

贴 、雕塑 、绘画等 多种
；
纹样 图 案有花草 、祥禽瑞兽 、 云

雷 、 几何形等
；
以龙纹最有特 色 。

磁灶 金 交椅 山 窑 址 ？
， 时 代 为 北 宋 中 期 至 南 宋 。



２０２２ ． ０ ３金 烹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３ 年发掘 ， 总面积约 １ ５００ 平 方米 ， 共 揭 露 窑

炉遗迹 ４ 座
，
均 为长 条形斜坡式龙窑

，
作坊遗迹 １ 处 。

出 土 陶 瓷 器 有 青 瓷 、 酱 釉 瓷 、 素胎瓷 。 器 物胎质 呈灰

色
，
夹砂

， 淘洗 不够精细 。 青 釉 以灰青 、青绿 、 青泛 黄 为

主
，
大 多数釉面莹润 ， 玻璃质 感 强 ， 开细碎冰裂纹 。 酱

釉瓷数量 比 青釉瓷器略 少 。 器形 有碗 、碟 、执壶 、水注 、

盒 、器 盖 、 罐 、 盖 、灯盏 、 网 坠 、灯架 、 砚 台等 。

３ ．惠安窑？

惠安县银厝尾 窑位于福建 省东 南部惠安县 ，
惠 安

县距 离泉州 ２２ 千米 。 １ ９ ８ ４ 年 发掘 ，
面积 １ ３０ 平方米 ，

时代 为 南 宋 至 元 代 。 发现斜坡式龙 窑 （ ８ ４ＨＨＹ １ ） ，
方

向 １ ８ ５
°

，
北 高 南低 ， 残长 ２３ ． ５ 米 。 烧 制 粗 瓷 ， 多 灰 白

胎
，
青 釉或青黄 釉 ， 还有 白 瓷 、 青 白 瓷 。 器 形 四 系 罐 最

多 ，
还有壶 、碟 、 盆 、 碗等 。

４ ． 南安窑 ？

南 安 位 于 福 建 省 东 南 部
，
距 离 泉 州 ３０ 千 米 。

１ ９５ １ 、 １ ９７ １ 年调查 ， 时代 为宋 代 。 发现瓷 器 以青 瓷 为

主
， 有 少 量 白 瓷 。 器 形有 碗 、

皿 、盘 、 杯 、瓶 、 壶 、 罐 、 钵 、

炉 、 盒等 。 窑具发现有 匣钵 、 渣饼 、 支烧具及模 型 具 。

二
、 ６０

？ ９０ 千米 以 内 的 窑址

即 第
一 个 同 心 圆 和 第 二 个 同 心 圆 之 间 的 环 形 地

带
，
这个 区 域涉及北 到莆 田

， 南 到 厦 门 ，
西 到 安溪 的 四

个窑址 ，
以

“

珠光青瓷
”

为特 色 。

１ ． 同 安窑？

同 安窑 位于厦 门 市 同 安 区 （ 同 安区 原 为 同 安县 ，

同 安 县 宋 至 清 代属 泉 州 管 辖 ） 。 距 离 泉 州 ６０ 千 米 左

右 。 １ ９５６ 、
１ ９ ５ ８ 年调 查 ，

时代 为 南宋 至元代 。 窑 址位于

同 安 县东 十 五 里 的 上 埔村 ， 遗物 大量 分布在汀溪 的 南

岸 。 主要生产青瓷和青 白 瓷
，
青 瓷居 多 。

２ ．安溪 窑 ？

安溪地处福建 南部 、 晋 江 上 游 。 距泉 州 ６０ 千米 左

右 。 １ ９７４ 年调 査
？

。 主要发现桂瑶 、 魁 斗 、 吉 山 沙坑 、 福

昌 、银坑 、翰苑 、珠塔姚等 窑址 。 桂瑶 窑 时代 为 北宋 ，
产

品 以 青 白 瓷和 青 瓷 为 主 ， 少 数 黄 釉 、 白 釉 和 灰 釉 ， 碗 、

洗 、 盏 多 见 ，
纹 饰 系 刻 划而成 的 简 单水波 纹 、 篦 梳纹 、

卷草纹 、莲瓣纹 ， 胎 呈 浅灰或灰 白 色 ， 圈 足底露胎 ， 烧

法 为单件 匣 装 。 魁斗 窑 时代 为 南宋 或稍晚 ，
产 品 以 青

白 瓷 为 主
，
出现印花 、堆花技 术 ，

盒 、 洗 、碗 与 德化窑 产

品类 似
，
但质 地较德化窑略 差 。 装烧方法 有 层 格 厘 钵

复烧和支钉叠烧 。 调 查安溪 地 区 其他窑 址 ， 采 集均 为

青花瓷 ， 时代 为 明 清时 期 。

３ ．厦 门碗窑 ？

碗窑 窑 址位 于厦 门 市 集 美 区 后 溪镇 北 约 ４ 千 米

的 碗窑 村 。距 离 泉 州 约 ８０ 千米 。
２００ １ 年发掘

一

座龙 窑

（
Ｙ １

） ，
时代 为北宋后 期至 南 宋 。 Ｙ １ 斜长 ５ ９ ． ８ 米 ， 内 部

实测长 ５７ ． ８ 米 。 出 土瓷 器 以 青 白 瓷 为 主
，
青 瓷 次之 。

胎 多 坚致较细 腻 ， 青 白 瓷 釉 色 多 呈 乳浊状 ，
青 瓷 釉 色

较 为 清亮 。 器形 有碗 、盘 、执壶 、盒 、瓶 、罐 、杯 、 盏 、炉 、

枕等 ，
碗 占 ７０％ 。 纹饰 多 素面 ，

有 少 量 的 篦 划纹 和 弦

纹 。

４ ．莆 田 窑 ？

莆 田 位于福建东 南 沿 海 。 距 离泉 州 ９０ 多 千米 。 莆

田 窑 主要 分 布 于 庄边 镇 、 西 天 尾 镇及灵 川 镇
一

带 。

１ ９７ ６ 、
１ ９ ７９ 、

１ ９８６ 年 调 查 ， 庄边窑 、 西 天 尾 窑 时 代 为 南

宋 早 期 至元代
，
灵 川 窑时代 为 南 宋晚 期 至元 代 。 庄边

窑址 采集 的瓷器标本 ，
胎体坚实 ， 含 少量细砂 ， 质量略

显粗糙而厚 重 ， 多 呈灰色 或灰 白 色 ， 兼有灰黄 色 。 釉层

较薄 ，
莹亮透 明 ， 以青灰 色 为主 ， 青绿 、青 黄色 次之 ，

器

物普遍施半 釉 。 器形以碗 、盘 、 碟居 多 ，
还有杯 、 盅 、 执

壶 、炉 、瓶等 。 装饰 盛行刻划花和 印花工艺 ， 装 饰粗率 ，

纹 样 有 篦 梳状 线 条 纹 、 篦 点 纹 、 莲 花 、 莲 瓣 、 菊 花 、 菊

瓣 、牡 丹 、 双 鱼 、 鱼 藻 以及 几何线条 图 案 。 此 类 青 瓷 为

同 安窑 系青 瓷
，

工 艺效仿龙 泉 窑风格 。 在 日 本 发现 的

“

珠光青瓷
”

中
，
也可能包括 有莆 田 窑 的 产品 。 西天尾

窑址胎釉 、成型 、 装饰等 与庄边 窑相 同 ，
采集标本器形

有折扣或敛 口 盘 、折腹盘 、 盅 、胆式瓶 、
双耳小罐 等 。 灵

川 窑址 采集 瓷器标本 ，
胎体 呈灰 白 色

， 质 量较轻薄 ， 釉

层 薄 呈青 白 偏灰 色 ， 器物 多施 釉 不及底 。 器 形常见碗 、

洗类
，
兼 有杯 、瓶等 。

灵 川 的 古 松柏 窑 址 ，
２００６ 年 发 掘 ？

。 揭 露 两 座 窑

炉长 条形斜坡式龙 窑 ，
Ｙ １ 北宋晚 期 至 南 宋 早 中 期 ，

Ｙ２

元代 。 东 区 Ｙ １ 内 出 土遗物较 少 ，
大量 瓷器 出 土 于 窑

外 的 废品 堆积 中 。 青 白 瓷居 多 ， 少量 青瓷 。 釉 色 以青灰

色 为 主 。 胎色 米 白 色
， 釉 呈黄灰 色 或灰 中 泛 白 。 多 素面

无纹饰 ， 少 量装饰 箅 梳纹 、 篦点纹 、 刻划 直 线纹 、 卷草

纹及 网 格纹等 。 器 物 主要 以碗 为 主 ， 还 有 罐 、 盏 、 炉 、

钵 、 器盖等 。 窑具 有 匣钵 、 厘钵盖 、托 座 、 垫饼 、 火照等 。

Ｙ２ 旁废品堆积 出 土青 白 瓷 、 少Ｍ 白 瓷 。 器物均 为 芒

口
，
胎灰 白 、灰 色 、 白 色 。 釉 色 白 中 泛 黄 ，

且 开细小冰 裂

纹 。 装饰纹样 为模 印荷花 、 莲瓣纹 、 竖条 纹 、 栅栏纹等 。

器 类 有碗 、盘 、洗 、碟等 。

三
、

１ ００ 千米 以上 的 窑址

第三个 同心 圆 窑址 虽 仅 德化窑
一

处
，
但窑址 分布

地点很 多 ，
生 产时 间较长 ，

产品 也最 具地方特 色 。 宋 元

时 期 生产青 白 瓷 、 白 瓷 ， 明 清 时 期 形成 具 有 自 身 特 色

的
“

猪 油 白
” “

象 牙 白
”

产 品
，
有

“

中 国 白
”

的 美誉 。

德化县位于 福建省 中 部 ， 地近东 南 沿 海 。 距 离 泉

州 １ ３０ 多 千 米 。 截 至 ９７ 年德化县 已 发现 ２ ３ ８ 处 古 窑

址 ， 分布在 １ ７ 个 乡 镇 、 ６８ 个村 ， 最 早 是 唐 至 五代 时 期

的 。 如按年代分 ， 唐 、
五代共 １ 处

， 分布在 １ 个村 ；
宋元

时 期 共 ４２ 处 ， 分布在 １ ７ 个村 ， 明 代 ３０ 处 ， 分布在 １ ２

个 村 ； 清 代 １ ７７ 处
，
分 布在 ６２ 个 村 ； 民 国 时 期 ５ ５ 处

，

分布在 １ ５ 个村 ？
。 德化古代窑址大 多跨两三个时代 ，

按照窑址分布及器物之 间 风格 的 密 切程度 ，
将其 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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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为 盖德 窑址群 、 浔 中 窑址群 、三班 窑址群 、 水 口 窑址

群 、 上 涌 窑址群及杨 梅窑址群 ６ 个窑址群 。 其 中 盖德

窑 群 以碗坪仑 窑 为 代 表 ， 时 代 为 宋 元 时期 ；
浔 中 窑群

中 屈斗宫窑 甲址和 甲杯山 窑址均有发掘 ，
前者是 南宋至

元代制瓷的重要代表 ， 后 者是元明时期 的 重要代 表？
。

盖德碗坪仑窑址 ？
，
时 代 为 北宋晚 期 和 南 宋时期 ，

两个时期 的 器物特点分 明 。 北宋晚期 出 土瓷器以 白 瓷

和影青瓷 为主 。 大 多数 不 用 厘钵而采 用 叠烧法 。 很 多

器皿 由 于瓷质软而烧变形 ，
成功 的 器 形胎薄 质坚 ，

釉

色 莹润 无开 片 ，
有 的 有极细 的 鱼子纹 。 影青釉薄者近

白 色 ， 深者 呈淡绿 色 。 纯 白 釉 有洁 白 者 ，
亦有 白 中 泛青

者 。 器形 以特大 的 海 碗 、盘 、果盒 、粉盒 、 香炉 、撇 口 矮

圈足小碗和深腹带盖碗 为 特色 。 花纹 刻 印 精致 ， 种 类

繁 多 ，
如 不 同 形式 的 牡丹 、 菊花 、葵花 、莲花 、 兰 花 、 马

兰花 、芦苇 、水 波鱼纹等 ，
尤以莲花最 习见 。 其 中 种 类

最 多 的 是碗 类 ，
数量最多 、花纹最精美 的 为盒类 。 盖德

碗坪仑 南宋时 期 出 土 瓷器主要以青灰 釉为 主 ，
影青釉

瓷次之 。 其 余 有 酱褐釉 、 黑 釉 、 黄釉等 。 器形主要是 各

式大小不 等 的 碗 、盘 、碟 为最 多 。 其次有瓶 、罐 、 壶 、 军

持 、器盖等 。 花纹很 少
， 不如下层精致 ， 多 简单 的荷花 、

莲瓣和卷草式 的 图 案 。

浔 中 屈 斗宫窑址？
，
时代 为 元代初 年 ， 出 土瓷器主

要是 日 常生活 用 品 ，
器形 有碗 、盘 、 碟 、 壶 、 盅 、 高足杯 、

罐 、瓶 、洗 、粉盒等 ， 质地好 ， 火候高 者 ， 胎质洁 白 ，
细致

坚硬 。 釉色 主要是 白 釉或近于影青 的 青 白 釉 。 白 釉细

腻温润
，
与 明 代乳 白 釉相似 。 青 白 釉 呈水清 色 ，

釉厚处

呈 淡 绿 色
，
光 泽 度 很 强 ， 洁 净 莹 润 ， 花 纹 从 釉 层 中 映

现
，
尤为 淡雅 。 有

一

些或灰或黄或浅等 不 同 的 色 调 ，
都

是生烧或火候未达到适 当 温度造成 的 废 品 。 另 外
，
各

窑 室 内 的 堆积 内 发现 几件比较 特殊 的 器物 ，
如 印 有

“

丁未年
”

的 厘钵 、 类似八思 巴 文及汉文
“

天
”

字 的 三足

小垫饼 、

“

长寿新船
”

、

“

金玉满堂
”

、

“

卍
”

字盒盖等 。

甲 杯 山 窑址 ？
， 时 代 为 明 代 ， 出 土 的 瓷器绝 大部分

是 白 瓷 ， 釉 色 有 白 、乳 白 、 青 白 等 ，
以乳 白 为最 多 。 器形

有 碗 、 盘 、 碟 、 盏 、 杯 、 洗 、 炉 、 瓶 、 罐 、 匙 、灯 、盒 、砚 、 砚

滴 、 执壶 、水注 、 印模 以及瓷塑 的 人物 、动物等 。

四 、

“

九个 窑址 、
三 个 同 心 圆

”

所 代 表 的 区域经 济体

上述九个窑址 以 泉州 为 中 心形成 了三个 同 心 圆
，

具 有三 类特 色 不 同 的 产品 ，
或 者说每个 同 心 圆 形成 的

区 域都 以
一

类产品 为 主 。 同 心 圆 的 第
一

圈 有磁灶窑 、

东 门窑 、 惠安窑和南安窑 ， 尚 未形成 区 域明 显特征 ， 产

品面貌较为 多样 ， 有 白 釉 、青釉 、影 青釉 、酱黑 釉 、 黄绿

釉 、 素胎器 等 ，
磁灶窑 产 品最具特色 。 同 心 圆 的 第 二 圈

有 同 安 窑 、 安溪 窑 、 厦 门 （ 碗窑 ） 窑 、 莆 田 窑
，
产 品 以青

白 瓷和青瓷 为 主
，
珠光青瓷是其特 色 产 品 。 同 心 圆 的

第 三 圈 有 德化窑 ， 宋 元 时 期 生产 青 白 瓷
，
明 代 白 瓷是

特 色 产品 。 九个窑址 ，
除了 磁灶 窑 开始于 南朝 以外 ， 窑

业都 是从宋代开始 ，
主要繁荣时代在 南宋 、 元代 ， 安

溪 、 德化窑 则 明 代 以后 仍 然繁荣 ， 个 别 窑 口 的 时 代较

短 。

在城 市 遗址和 沉船遗 址 中 也 发现 有 上 述 窑 址 的

产品
，
如 泉 州清净寺遗址 ？

、 泉 州 德 济 门 遗址？发现 有

磁灶窑产 品 ， 泉州 南外宗正 司 遗址发现 有磁灶窑 、 东

门 窑 、 南安窑 、安溪窑 、 德化窑 、 同 安 （ 汀溪 ） 窑 产 品 ？
，

晋 江 溥济庵遗址 出 土有磁灶窑 、 同 安窑 、德化窑 、安溪

窑 产 品 ？
。 广 东 南海 Ｉ 号沉船遗址 出 水 陶瓷器涉及福

建 的 有德化窑青 白 瓷 ，
磁灶窑黑 瓷 、 酱釉 瓷 、青瓷和 绿

釉瓷
，
闽 清 义 窑青 白 瓷 和 青 瓷

，
少 量 闽 北 窑 口 龙 泉 窑

系青瓷 、 福清东张 窑 黑瓷等 ？
。

国 外遗址发现 的 中 国 陶瓷器 ，
以 泉 州 以及 周 边 窑

址为 代 表 的 的 闽 南地区产 品数量较 多 。 由 于大量产品

的 同 质 化程度较高 ， 很 多 产 品 尚 无 法 明 确其准确 窑

口
，
常以三个 圈层 中 代 表窑 口 来称谓 ，

即 磁灶窑 产 品 、

同安窑 系产 品 、德化窑产品 。

第
一

圈 层 的 磁 灶 窑 特 色 产 品 在 日 本 各 地相 当 于

宋元 时 期 的 窑址 中 ， 出 土 较 多 ， 如 磁灶窑 土尾 庵 窑 址

的 绿釉 瓷器 、磁灶窑 童子 山 窑址 的 黄釉 下铁绘花纹盆

（或盘 ） ，

蜘 蛛 山 窑所窑 址 的 绿釉 剔花器和绿釉 黄斑器

物等 等？
。 同 时 ，

南洋群岛 的 菲律宾 、 印 尼 、马来西 亚 等

国 ， 也都发现了磁灶 窑 的产 品 ，
数量还相 当可观 ？

。 其

他如柬埔 寨 、埃及也 有发现？
。

第二 圈 层 的特 色产 品 珠光青 瓷在 日 本有发现 ， 产

地或为 同 安 窑 ？
、厦 门碗窑 ？

、莆 田 窑 ？
。

第三 圈 层 的德化窑 瓷 器在菲律宾 、 印度 尼西亚 、

马来西亚等东 南亚 国家发现较 多
，
在 印度 、 日 本 、伊

朗 、阿拉伯 以及非洲沿海等 国家也 有 出 土 

？
。

九个窑 址 、三个 圈层 的产 品除供应 周边 日 常生活

外 ，
大部分窑 址生产 外销瓷 。 以泉州 及周边 为 代表 的

的 闽 南地区 是外销 瓷 的 重要产地 ， 在短时 间 内 窑业得

以在较大范及周 围 内 快速发 展起 来 ，

一方面 与 泉州及

周 边 的 地理 、 历 史 因 素相 关 ，
另 一 方面 则 是 瓷 器 外 销

贸易 刺激下快速升级 的 产物 。 泉州所 处 的闽 南地区 处

于东 南沿 海 的 山 区 丘陵地带 ， 山 林植被覆盖 率 高 ， 同

时 蕴藏 着极为丰富 的矿土资源 ，
这 些矿土 资源 多分布

于 山岭 、 溪流之 间 ，
便于就近取用 。 六朝 时 ， 泉州海 外

交通 刚 萌 芽 ，
文献载 泉州 仅 言其 宗教活动 ， 很 少涉 及

对外贸易 。 唐统
一

后 ， 泉州 港 的 海外 交通 有 了较大 的

发 展 ， 其时泉州 已 由 丰州东移至海边 。 唐天宝 以后 ，
陆

路 交通阻塞 ，
海道代 兴 。 唐 末 中 原战乱 ，

大批官 员士大

夫避祸入闽 ， 福建 已 设置建 、 福 、泉 、 漳 、 汀五州 ２ ５ 县 ，

山 区和沿 海经济得到 进
一

步 开发？
。 五代王审知割据

福建 ， 尽
“

招 来海 中 蛮 夷 商 贾
” ？

。 宋 代对外贸 易 活跃 ，

宋室 南渡后
，
以宗正寺作 为 管理宗室 的 南外宗正 司经

到 泉州 ， 作 为
一

支 重 要 的 政 治 力 量 ， 促进 了 泉 州 海 内

外贸 易 的发展 繁荣 。 宋哲宗 元祐二年 （
１ ０ ８７ 年 ） ，

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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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 市舶 司 。 进而 ，
元 代泉州成 为 世界性 的 港 口

。 在这

—

系 列 人 口
、政治 、经 济条件下 ， 陶 瓷 手 工业生产 的 诸

多 前提得以具 备 。

“

九个窑 址 、三个 同 心 圆
”

是对泉州及其 周边 窑业

主观认识 的 形 象 表达 ，
泉 州及其 周 边 窑 业正 是 以泉州

为 中 心而发 展起 来 的 区 域经济体 ，
而实际窑址 更 多 。

从整体上说
，
九 个 窑址生 产 的 陶瓷产 品 同 质化程 度较

高 ，
大部 分产 品 没 有 明 显 的 个体辨识度 ， 这 为 外销 提

供 了持续 的规模空 间 ， 而规模效益 是 商 业快 速发 展 的

重要条件之
一

。 从 局部 上说 ，
三个 同 心 圆 是对泉 州 周

边 不 同空 间 内 陶 瓷产 品特点 的概括 。 规模 与特点都在

不 同程度 上 反 映 出 了 地域经 济 的 高度整合 ， 也 正 说 明

了 泉州 海 上 贸 易 促成 了 区 域 内 的 外销瓷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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