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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州域考劣 与 忒化遗产 保 护展 示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摘 要 ： 本 文 探 讨 了 泉 州 城 遗 址 的 沿 革 与 发 展 ，
城 内 重 要 建 筑 的 选 址 与 建 筑 特 色

，
反 映 出 与 泉 州 城 相 关 的 规

划 思 想 具 有 的 特 殊 价 值 。 相 关 考 古 工 作 可 围 绕 城 门 、 城 壕 、 重 要 建 筑 遗 址 展 开
，

从 理 清 泉 州 古 城 的 发 展 脉 络

入 手
，
进 而 探 寻 泉 州 城 内 的 功 能 分 区

、 街 巷 水 系 的 布 局
、
重 要 建 筑 的 分 布

，

以 解 明 唐 宋 泉 州 城 的 形 态 为 核 心
，

渐 次 复 原 古 城 在 相 关 历 史 时 期 的 面 貌
，
为 古 城 的 保 护 、 展 示 等 工 作 提 供 基 础 资 料 。

关 键 词 ： 泉 州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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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遗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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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古 发 掘

Ａｂｓ ｔ ｒａｃ ｔ  ： 
Ｔｈ ｉ ｓａ ｒｔ ｉ ｃ ｌｅｄ ｉ ｓｃ ｕ ｓ ｓｅｓ ｔｈ ｅｅｖｏ ｌ ｕ ｔｉｏｎａｎｄｄ 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 ｔｏｆ ｔｈ ｅ ｒｕ ｉｎ ｓｏｆＱｕ ａｎｚｈｏｕｃ ｉ ｔｙ ， ｔｈｅ ｓ ｉ ｔｅ ｓ ｅ ｌｅ 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ａ ｒｃｈｉ ｔ ｅｃ ｔｕ ｒａｌ ｃｈ ａｒａｃ ｔｅ ｒ ｉ ｓ ｔ ｉ ｃ ｓｏｆ ｔｈ ｅｍａ ｉｎｂ ｕ ｉ ｌｄ ｉｎ
ｇ
ｓ ｉｎ ｔｈ ｅｃ ｉ ｔｙ ，ｈｉｇ

ｈｌ ｉ

ｇ
ｈ ｔｉｎ

ｇｄｉ ｅｓ
ｐ
ｅｃ ｉ 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 ｔｈ ｅｐ

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ｏｕ
ｇ
ｈ ｔｓｒｅ ｌａ ｔｅｄ ｔｏＱｕ ａｎｚｈｏｕｃ ｉ ｔｙ

．Ｔｈｅｒｅ ｌｅｖａｎｔａｒｃｈａｅｏ ｌｏ
ｇ

ｉ ｃ ａｌｗｏ ｒｋ ｓｈｏｕ ｌｄｒｅｖｏ ｌｖｅ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ｇ
ａ ｔｅ

， ｔｈ ｅｍｏａ 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ｍａ ｉ ｎｂｕ ｉｌｄ ｉ ｎｇ
ｓ

，ｆｒｏｍｃ ｌ ａｒｉｆｙｉ ｎ
ｇ ｔｈ ｅｄ 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 ｔｏ ｆＱｕ ａｎｚｈｏｕｃ ｉ ｔ

ｙ ， ｔｏｅｘ
ｐ

ｌｏｒ ｉｎ
ｇ ｔｈ 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ｌｚｏｎｉｎ

ｇ ， ｔｈ ｅｏ ｒ
ｇ
ａ
？

ｎｉ ｚａｔｉｏ ｎｏｆ ｓ ｔｒｅ ｅ ｔａｎｄｗａ ｔｅ ｒｃｏｕ ｒｓｅ ｓ
ｙ

ｓ 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ｈ ｅｄ ｉ ｓ ｔｒｉｂ ｕ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 ｅｍａ ｉｎ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ｓ ．Ｆｏｃ ｕ ｓｅｄｏｎ ｔｈ ｅｕ ｎｄｅ ｒｓ ｔａｎｄｉｎ

ｇ

ｏｆ ｔｈｅｍｏ ｒ
ｐ
ｈｏ ｌｏ

ｇｙｏｆＱｕ ａｎ ｚ ｈｏｕｃ ｉ ｔｙ ｉｎ ｔｈ ｅＴａｎ
ｇａｎｄＳｏｎ

ｇｄｙｎ ａ ｓｔｉ ｅ ｓ
，ｗｅｃ ｏｕ ｌｄｇｒａｄｕ ａｌｌ

ｙｒｅｃｏｎ ｓ ｔｒｕ ｃ ｔ ｉ ｔｓｕ ｒｂ ａｎｍｏ ｒ
？

ｐ
ｈｏ ｌｏ

ｇ
ｉ ｃ ａｌｅｖｏ ｌ ｕ ｔｉ ｏｎ ｉ ｎｈｉ ｓ ｔｏ ｒ ｉ ｃ ａｌｐ ｅ ｒ ｉ ｏｄｓ

，ｗｈｉ ｃｈｗｉｌ ｌｐ ｒｏｖｉ ｄ ｅｂ ａｓ ｉ ｃｄｏ ｃ ｕｍ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ｔｈ ｅｐ ｒｅ ｓ 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 ｉ ｓ
ｐ

ｌａｙｏｆ

ｔｈｅａｎ ｃ ｉｅｎ ｔｃ ｉ ｔ
ｙ

．

Ｋｅ
ｙＷｏ ｒｄ ｓ  ： Ｑｕ ａｎｚ ｈｏｕｃ ｉ ｔ

ｙ ，Ｃｕｌ ｔｕ ｒａ ｌｈ ｅ ｒ ｉ ｔａｇ
ｅ

，Ａｒｃｈａ ｅｏ ｌｏｇ
ｉ ｃａｌｅｘｃ ａｖａ ｔｉｏ ｎ

泉州 古城始建于唐 ，
兴 盛于宋元 ，

虽 历经修缮或改

扩建 ， 然而城市格局依然清晰可见 。 本文拟在尊重旧貌 、

整治环境并改善基础设施 、尽量不影响民众生活 的 前提

下 ， 提 出
一

个与城址及重要建筑相关 的保护思路 ， 期望

能将更多 的传统文化因 素融入古城的保护与展示 。

一

、泉 州 古城历史 沿革

城
，
是众多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依托 、生存 、发展 的

基础
，
泉州城池 的规划 、营建与相关文化遗产关 系 密切 ，

已经相互融 为
一

体 。 随着泉州 古城相关 考古工作 的 开

展 ， 或可逐步解明其
一

千余年 的 历 史沿革状况 ， 城内外

重要建筑基址 的探寻发掘对于 了解相关历 史时期 文化

思想 、遗址的活化利 用 、发挥其社会价值等都具 有
一

定

的意义 。

（

一

）泉州古城选址特色

泉州 古城与 周边 山水 、 遗产点之间 的位置关 系
，
包

含有中 国古代 的 文化思想 。 泉州城依托九 日 山
，
九 日 山

之北 、西北 有永春和德化 、安溪等 ，
表现出沿着巽龙枝龙

戴云 山和 晋江上游两支流 （ 东西 、西溪 ） 向 南 、东发展 的

趋势
，
在九 曰 山东南 的晋江和洛 阳江之间 的晋江之阳 、

清源 山和紫帽 山之间 的 区域内 营建了泉州城 ， 洛 阳江沿

岸 、仙公 山等成为泉州北部的层层关锁 。 泉州城东 、东北

有惠安 （ 崇武 、峰尾 ） 、仙游 （ 向 东 的 末枝尾端 ） ，
西 、西南

有石狮 、水头 （安平桥 ） 、 同安 （厦门 ）等 重要节点 。

泉州 古城周边 山 水 、遗产点的位置 ， 或与泉州城的

“

三衡
” “

七衡六间
”

有 关 。 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作为 泉州

古城规划的原点是
“

七衡六间
”

的 圆心所在 ，
衙城 、 子城



及其四 门 的位置 则 与 另
一

个 内 衡 、 易 学相关 的 圆 周有

关 ， 罗城七门在 内衡和 中 衡之 间形成了 与 夏 历相 关 的

“

释六俗
一 

”

形制 ， 罗城壕八卦沟之名亦与 易 学相关 。 诚

外洛阳桥 、顺济桥 、 笋江桥及其外 围清源 山 、紫帽山 凌霄

塔 、小阳 山 、盘光塔 、溜石塔 、
九 日 山 、西溪东溪合江 口

、

六胜塔等风景名胜或遗产点的位置亦与
“

衡
”

相关
，
诸多

遗产点与泉州 古城有着 内在的 关联性 。

（
二 ）泉州古城形态演变

泉州 古城的城墙 自 内而外有衙城 、 子城 、 罗城 、翼

城 。 衙城居 中 ，其外有子城 、子城外为罗城 ，
罗城的西南 、

东 南 、东北有翼城 。 根据既有 的 泉州城相关测绘 系统及

沿革的研究？
，
泉州 古城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

衙城前身 即唐 泉州 的 州治始建时 间最 早 ，
应在晚 唐之

前
；
子城 的 始建或 早于 罗城的 始建 ， 大约都完成于 五代

时期
；
北宋时期未见大规模修缮 ， 南宋时期在罗城西南 、

东 南拓 展 出 翼城 ，
元代合 并 翼城 ， 明 代 又在 罗城东 北增

筑 了 翼城 。

乾隆 《晋江县志 》中 有 ：

“

衙城即州治垣墙 ，
留从效筑

为 开府建牙之地 。

”？唐代州 治所在即 为五代留从效所建

衙城之前 身 ， 位于泉州 开 元寺东侧靠近 清源 山 的 高地

上
，其核心建筑的位置或与今威远楼相关 。 州治或衙城

遗址的探寻工作 尚待推进 ， 或可借助相关规划思想 的研

究 ，在明确泉 山 门 、威远楼 、 崇阳门等节点遗址原位置 的

前提下 ，
首先找 到子城和衙城的 中 轴线 ，

进而逐步探明

其四 至范 围 。 该区域相关规划展示 ， 或可以表现唐代 文

化为 主 。

子城平面较 为规整 ，
基本 呈竖长方形 ， 东西 南北 四

面诚墙 上 各开
一

门
，
城墙 、城门 的位 置或可在相 关城市

建设 中逐步明确 。 东门行春□和西门肃清门 分别在东街

和西街上 ， 南门 崇 阳门 （ 清代改称为 丽正门 ）原在靠近花

巷 口 和承天巷 口 的 中 山 南路上 ，
北门泉 山 门今 已复建 ，

位于 中 山公园北侧 。 花巷和承天巷
一

线 、壕沟墘或分别

与子城的 南 、西城墙及其外侧域壕相 关 ， 沟尾下或与子

城 内 东部 乃至衙城的给排水 系统关 联 ， 而通政巷 、
玉犀

巷或与子城内 古代街巷 系统有关 〇 虽然该区域内可开展

考 古发掘 的地点 非常之 少 ， 然尚可通过 局部展 示 ，
来 表

现出相关城门 、城墙 、城壕的要素或信息 ，
以表现唐五代

时期文化为主 。

罗城平面形状 不 甚规整 ，
有七座城门 ， 除 了 南门镇

南 门之外 的 其余六座城门位于 以开元寺 为 中 心 的 六 条

放射线上 ，
形成

“

释六俗
一

”

的格局 。 罗城的城门 、城墙 、

城壕及其形制 、范 围 ，
因城壤八卦沟尚存而可通过节点

发掘来逐步解明 。 八卦沟北侧的金鱼巷
一

线 ， 宜展现唐

至北宋时期的文化 。

罗城以南至晋江岸线的部分 ，
是泉州宋元时 期繁荣

２０ ２ ２ ． ０３

的 商业区所在 ， 亦 为被称作
“

蕃坊
”

的 各 国 商人聚 居 区 ，

南宋时期始将之部分包人翼城墙之内 。 翼城的 门都在晋

江沿岸
，
与子城和罗城的城门位置有

一

定 的关联性 ，
如

南薰 门位于罗城北 门朝天门——子城西门肃 清 门 的 连

线与子城东门行春门一罗城南 门镇 南门 的 连线 的 交

点上 ，
而德济门位于罗城北门朝天门——子城南□崇 阳

门 的连线的 南延长线上 。 宋元时期翼城的城墙 、城壕 、城

门和城内外历 史 时期 的衙署 、寺观 、民居 、商铺 、手 工业

作坊等建筑遗存以及街巷道路体系等 ，
都有待考古发掘

验证或探寻 ，该区域内可以表现宋元乃至明清时期 的 文

化为主 。

二
、泉 州 古城保护展示

城在 中 国历史文化 中具有独特 的意义 ，
中 国人对城

情有独钟 。 中 国的城 ，
是聚 诸多 因 素于

一

体 的
一个综合

载体 ，
是人们聚 集生活的场所 ，

是社会经济集 中 之地 ，
是

诸 多建筑技术 、 文化艺术汇 聚 的 地方 ， 更是上 层 建筑 和

生产力 完美结合的产物 。 而 泉州 古城正是其中 的
一个典

型案例 ，在不 同 历 史时期 、 不 同 区域内既有共性 、传承和

沿革
，
也都有 各 自 的特色 。 因 此 ， 需在充分理解泉州 古城

形成过程的基础上 ，
进行适度的城市设计去理清它 的结

构
， 展 示 出 各个历 史时期 的 文化 ， 才能使泉州这样

一

个

复杂的城市不至于湮没其独特魅力 。

（

―

）宗教建筑类

多 元宗教文化融合发展 是泉州城的特点之
一

， 泉州

有大量 的适应 不 同 人群 、 不 同 宗教 文化 的遗存 ， 其 中 开

元寺和府 文庙分别 是唐 、宋泉州城最为 重要的建筑 。

据 《泉州 开 元寺志 》
？记载 ， 泉 州开元寺 内现仍 留存

的 重要建筑虽大多经过 重建 ，
但其 中 可考的 始建年代在

唐至清代 的有 以下 １ ０ 处建筑
， 分别 是始建于唐垂拱二

年 （
６８６ 年 ） 的 大雄宝殿 、唐 垂拱三年 （ ６ ８７ 年 ） 的 山 门 、 唐

咸 通 六 年 （
８６５ 年 ） 的 镇 国 塔 （ 东塔 ） 、

五 代梁 贞 明 二年

（
９ １ ６ 年 ） 的仁寿塔 （ 西塔 ） 、宋天禧三年 （

１ ０ １ ９ 年 ）的甘露

戒坛 、 宋淳 熙 年 间 （ １ １ ７４
—

１ １ ８９ 年 ） 的水陆寺 （ 极乐院 ） 、

元至 元 乙 酉年 （
１ ２８５ 年 ） 的 藏经 阁 （ 法堂 ） 、 元至元 年 间

（
１ ２６４

—

１ ２９４ 年 ） 的檀越祠 、明万历 四年 （ １ ５ ７６ 年 ） 的紫

云 屏 （ 寺 前炤墙 ） 、 清康 熙 元年 至三年 （ １ ６６２
—

１ ６６４ 年 ）

的 准提禅林 。

开元寺应属于泉州城内最为 重要 的建筑群 ，
建造

年代最为久远 ， 甚至作 为 罗城城门 乃至整个泉州 古城规

划建设的原点 ，
是 当之无愧的精神 中心 。 开 元寺选址在

子城肃清门 以西 ， 其山 门和大雄宝殿仍保持初建时 的平

面格局 ，接近正 南北向 。 寺内 留存有南宋时 期建造 的 五

层 楼阁式石塔两座 （ 东西塔 ） 、 宝箧印经塔两座 、
五轮塔



两座以及各个历史时期 的建筑 。 泉州 开元寺在元代以前

是
一组庞大的寺院群 ， 其历史范 围 往南

一

直延伸 到放生

池 （今南外宗正 司遗址 的水池 ） ， 其北侧 的 奇士西沟 、东

侧 的奇士东沟 、 开元寺前沟等或与放生 池 的进水 渠相

关
，
各条水沟 的具体位置和作用有待解明 。

据 《泉州府 文庙修建大事记 》
？记载 ： 泉州府 文庙初

称
“

鲁 司寇庙
”

， 唐开元末年 （
７３ ９
—

７４ １ 年 ）建 ， 位于衙城

右 。 北宋太平兴 国三年 （
９７ ８ 年 ） ，

迁于崇阳 门外之东 南 ，

即今址
；
大中祥符二年 （ １ ００９ 年 ）迁育 才坊 ， 后于大观三

年 （
１ １ ０９ 年 ）请复 旧地 。 南宋绍兴七年 （ １ １ ３７ 年 ）重建左

学右庙
，
增旧基高二尺余 ，

庙之 中 为 先师殿 （ 大成殿 ） ，
殿

前 为东 、 西廊庑 ，
学之 中 前为 明伦堂 ，

后 为议道堂 ， 明伦

堂前东西为正 己 、上达等 十二斋 ，
先师殿 、明伦堂之南各

有方池 ， 辟 门 西 向 ；
隆 兴 元 年 （

１ １ ６３ 年 ） 礼殿边 有 泉迸

出 ，
四 周 以砖垒井 ， 取名

“

夫子泉
”

；
嘉泰元年 （ １ ２０ １ 年 ）

作棂星 门 ；
咸淳 元年 （

１ ２６ ５ 年 ）庙殿又 重建 ，
增 旧基高二

尺
，
拓广 两庑

，
次年礼殿告成 ，

重檐 四 阿 。 元至正 九年

（
１ ３ ４９ 年 ）作石桥于方池 。 明 正统十

一年 （ １ ４４ ６ 年 ）增高

明伦堂基三尺
；
嘉靖六年 （

１ ５ ２７ 年 ） ，
作二桥跨河 ，

设庙

门于河外 ，
另辟学 门于庙门之左 ；

嘉靖四十五年 （
１ ５ ６ ６

年 ）启建 育 英门 ；
隆庆四年 （

１ ５ ７０ 年 ） 创建 蔡文 庄祠 ；
万

历 四 十 年 （
１ ６ １ ２ 年 ） 改 泮池 为 圜 ；

万历 四 十 五年 （
１ ６ １ ７

年 ）肇建李 文节 祠
；
崇祯九年 （

１ ６３６ 年 ） 又建庄际 昌 祠 。

清乾隆二十六年 （ １ ７ ６ １ 年 ）作
“

金声
” “

玉振
”

二 门石 匾
，

又移崇圣祠于大成殿东敬
一

亭故地 。

泉州府 文庙南邻罗城南壕八卦沟 ，
泮池 、学池 的水

与 之相 通 。 泉 州 府 文 庙 目 前 尚 保存 着 南宋绍 兴 七年

（
１ １ ３７ 年 ） 重建时

“

左学右庙
”

的格局 ，
主体建筑大成殿

重檐庑殿顶的屋顶形式与 南宋咸淳元年 （
１ ２６５ 年 ）大成

殿重建 的文献记录相吻合 。 此外 ，
泉州府文庙大成殿前

檐补间斗拱保留 了
“

真昂
”

的形制 ， 这
一

建筑形制在明清

以后 已不多见
， 可见大成殿在历代修缮 的过程 中对早期

建筑手法的继承与吸收 。

除了 上述以开元寺为代表的佛教寺院 、 以文庙为代

表 的儒家文化 ，
泉州城中 的 多 元宗教遗存还包括始建于

宋大 中 祥符二年 （ １ ００９ 年 ） 的伊斯兰教寺院——清净

寺 、祭祀海神 的场所——天后 宫 、真武庙等 。 这些宗教遗

存散落在泉州 的大街小巷之中 ，
宛如历史长河中 的

一

个

个片段 ，
串联起整座城市的记忆 。

（
二

）历史街巷

中 国 古代城址的轴线对于城市发展极具影响 ，
通常

是用 不 同等级的道路的形式加以凸显 。对泉州城历史街

巷 的保护和展示应以点 、线结合 的方式入手 ，
首先去考

证历史街巷及周边重要建筑 的形成历 史 。

泉州城衙城居 中 ，
子城的 四座城门 的 连线的 交点位

于衙城南面 （今钟楼位置 ） ，进
一

步强调 了其至高无上 的

地位
，
主要街道通过四座城门 向外延伸

，
南北 向道路 为

北门街和 中 山 路 ， 东西向 道路为东街和西街 ，
构成 了泉

州城唐至明清时期城市 的 十字街
，
其走 向正体现了泉州

城的动态规划过程 。

涂门街以北 的 中 山路 的 雏形应形成于晚唐 ， 即子城

北门泉 山 门——钟楼——南 门崇阳 门 的连线 向 南延伸

至罗城的镇 南门 ， 后经过民 国时 期 的拓宽 ， 形成了如今

骑楼林立 的街景
，
该段道路东侧会经过始建于宋代 的 泉

州府文庙的西门 ，
故沿线重要节点有城门 、钟楼 、泉州府

文庙等 ， 形成于晚唐 、宋 、 民 国等 多个时段 ， 其层 累 的 历

史信息应在节点处予以表达
， 在外立面基本协调 的基础

上有
一

定的变化 。

涂 门街以 南直至德济 门 的 中 山 南路约略形成于宋

元时期
， 可纳人翼城的范 围 ，

沿线的 重要节点有天后宫 、

花桥慈济宫等始建于宋代的建筑 ，
建议重点表达宋元泉

州 历 史街巷的时代信息
，
参考 当 地宋 元时期 的建筑实

例
，
提炼建筑特色进行城市设计 。

此外
，
翼城城墙以外 靠近南门德济门 的 晋江北岸仍

有万寿路 、聚宝街等历史街巷
，
形成时间相对较晚

，
建议

未来的城市设计以表现明清时期文化为主 。

东街西段和西街东段的走向基本呈直线 ， 即 自 子城

行春门经肃清门往西至开元寺前紫云屏 ，
该段道路应在

子城规划建设初期就 已经确定
，
即形成于晚唐

；
而西街

西段 （ 至义成门 ） 、东街东段 （至仁风 门 ）均折而 向北 ，
是

为 了完成罗城七门
“

释六俗
一

”

的格局而相对应 的变化 ，

这两段道路的形成时 间约 同 罗城的建成时间相 同
， 即五

代时期 。 按照各街巷时代特征 ，
街巷铺装建议采 用青砖 、

石板 、青砖与石板结合等不 同 的铺装方式 ， 参考 《营造法

式 》等相 关建筑文献记载 中 不 同 时代 、不 同 等级 的 道路

铺装形式进行设计 。

类似以上提及的这些地下有古城史迹的街巷
，
可用

旧石板铺装
，
石板应采用 ３ 种以上 不 同规格的材料

，
铺

装形式不宜过于规整 。 地表对相关 史迹应做相 应标识 ，

植入刺桐花 、莲花等元素 ； 街巷 中 保存较好 的传统民居

人 口位置宜采用石埕铺地 ，普通民居应优化入 户台阶及

坡道 的形式
，
使其不侵 占巷道 ，

尽量改为 内凹式 ，可借鉴

传统的入 口空 间——塌寿？
；
公共空间 的提升需因巷制

宜 ， 尽可能结合现有 的空地 ， 在原址保 留
一 些原本 的标

志物 ，
比如水井 、塔 、小狮子 、植物等 ， 丰富居民与游客 的

体验
，
优化城市小品设计 ， 预留路牌 、 导视牌等标识设施

的基础位置 。

（
三

）水 系及桥梁 、码头

泉州在历史 上是
一个水 网很密集 的城市 ，

子城外围

城壕或与西侧 的壕沟墘 、 承天巷 中东部 的南北 向壕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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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巷东 口 的壕沟或水坑 、原人民医院 内子城南墙以 南至

清代贡院之间 的 南城壕相关 ； 罗城外 围城壕即南侧八卦

沟
， 东侧 、 西侧 、北侧 的护城河

；
翼城外 围东 南方 向 有护

城河 ， 而西南方 向无城壕 ，
以破腹沟 （ 笋浯溪 ） 为天然护

城河 。 有条件的情况下 ， 可以对仍保存 的城壕加以疏通 ，

并恢复
一

部分被填为道路的护城河 。 城市 的水系梳理好

了
，
血脉 才能畅通 ，

城市 才有灵气
， 才能持续 向好发 展 。

与泉州城及周边水 系息息相关 的桥梁 、码头遗迹亦

是宋元泉州港 的水路运转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 。

泉州城在宋代便有了两座大型跨海大桥 ， 分别 是东

北方 向的洛阳桥和 南面 的顺济桥 。 洛阳桥是泉州城往北

的 重要道路 ，
历代修缮 ， 目 前仍延续 了交通功能 。 顺济桥

是 泉州 古城与 晋 江 、 南安的陆运节点 ，
也 是通 过德 济 门

出 入泉州 南部商业区 的主要通道 ，
目 前仅保存有若干桥

墩遗迹 ， 其附近新建了顺济新桥 。

泉州 古城东 南的 晋江北岸江 口 码头 ， 包括文 兴 、 美

山 两座码 头 ，
与石头街 、 真武庙 同 为 泉州 内 港一法石

港 的 重要组成部分 ， 而位于石狮市 的 石湖码头则可作 为

泉州外港码头 的典型案例 。 这些桥梁 、码头均宜纳人游

线规划 ，
作为 重要的 交通节点进行展示 。

三
、结语

泉州古城的规划建设具有动态传承 的特点 ， 是在继

承既有 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完善而成的
，
而 中 国 古代传统

思想文化的传承发展构成其内在关联的经络 。 泉州 古城

的
“

古
”

体现出其时代特征的 多样性 ，
诸 多 不 同历 史 时期

的 文化元 素表现出 了 泉州城发 展过程 中 不 同阶段 的城

市面貌 。 泉州 古城的
“

城
”

的共性和特色 、在相 关 历 史 时

期所起作 用 、在中 国 乃 至世界 古代城池历 史上 的价值等

诸 多 问题 ，都有待更加深入地梳理 、提炼 、
展 示 。 对于泉

州 古城 的 释读 ，
也有 必 要让与

“

城
”

周边相 关 的 山 峦叠

嶂 、江河湖海 、思想文化等均融入古城及其街巷之 内 ，
让

身边的 日 常生活与物流运输 、技术思想文化的传播等密

切关联起来 。 泉州城相关考 古工作 的深入开展 ，
古 代城

市风貌的 复原 、物质文化和相关精神思想 的研究 ， 对于

重要文化遗产 的保护 、 国民 文化素 养 的提高 、 文化 自信

的增强等极具价值 。

泉州 古城和重要建筑 的规划营建成体 系 、 有脉络 ，

展现出 了 中 国 古 代的 天文历法 、 易 学 、堪舆及相 关科学

技术知识等诸 多传统文化之深厚底蕴 ，
既有助于进

一

步

深化认识人类社会与 自 然世界和谐共存 、协 同发展 的历

程 ，
也是

一

个传承 、展现 、研 究 、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血脉

和精髓 的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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