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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出土的西汉建筑
遗存，包括板瓦、筒瓦、瓦
当、古井等。在屏山地铁站
发掘的陶制铺地砖则是首
次公开在博物馆中展出。

三块铺地砖均为残砖。
其中两块是红硬陶长方形
铺地砖，一块是灰硬陶单排
双线菱格纹砖。厚度从 3.3
厘米到 4厘米不等。

福州市考古队的张勇表
示，2013 年在对地铁 1 号线
屏山站车站主体考古时，他
们挖到一条东西走向、宽约
10米的河道，这条河道连接

着西湖和冶山。在河道的
西汉地层，他们发现了数十
块陶制铺地砖与铁锚。

公元前 110 年，汉武帝
派遣大军进攻闽越地，“繇
王居股”等杀死余善，献城
归汉。张勇推断说，当时
的闽越被灭国迁众，冶城
内的大量建筑被破坏，这些
废弃的铺地砖也被扔到了
河道里。

上世纪 90年代，在屏山
的省建行工地内也发现了
铺地砖，但数量不及 2013—
2014年这次发掘的多。

冶山汉代铺地砖 首次公开展出
从今日9时开始，福州冶山春秋博物馆试运营，众多文物首次亮相

冶山春秋博物馆
内展示的上百件文物
中，有不少是首次和市
民见面。其中，来自屏
山地铁考古工地的文
物首次大规模亮相。

据福州市名城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
上述的硬陶铺地砖，还
有西汉的灰硬陶钵、隋
唐时期的泥质灰硬陶
莲瓣纹瓦当、唐五代的
青绿釉瓷、宋代的青灰
釉高足灯、清代的青花
瓷碗等。

比如隋唐时期的
泥质灰硬陶莲瓣纹瓦

当，这是在冶山一口古
井遗存中发现的。这
种样式属于寺庙等大
型公共建筑，这也证明
了唐代在冶山周边有
大型建筑群。

为了方便市民了
解这段历史，博物馆内
采用了立体影像的方
式，让市民通过影片，
了解闽越国的历史文
化。此外。在冶山“地
书”展区，市民还可以
体验考古人员是如何
在地铁屏山站不同文
化堆积层中找到冶山
遗存的。

福州有2200年的建城史。《史记》中“汉五年，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
故地，都东冶”,就是这段历史的开端。然而因为史料有限，闽越国一直保持
着神秘的色彩，不少文化名人都在考证和梳理闽越国的历史文脉。

伴随着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举办，从今日上午9点开始，三
块来自屏山地铁站的汉代陶制铺地砖将正式亮相冶山春秋博物馆，和市
民见面。它们也为世人了解西汉时期闽越国的建筑，提供了重要参考。

以古今结合的南音 +
RAP《Zayton 泉州》开场，年
轻活力的电音RAP邂逅了世
界级非遗南音，让人耳目一
新，这是用青年的方式致敬
泉州古城非遗传承……

随后的沙龙现场上，各位
业界翘楚、专家学者，通过交流
研讨，为泉州古城的文脉赓续
和国际传播传经送宝，分享
先进经验和好思路、好点子。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院长余清楚进行了“触碰历
史文化深处的原始记忆”的
主旨演讲，认为在对古城文
化保护过程中，应当心存敬
畏，泉州古城要赓续，还要发
展，要走向世界，要“对症下
药”，要畅所欲言。

各文化旅游界人士就泉
州古城文脉赓续和国际传播
主题纷纷出谋划策。

泉州市古城办副主任李
伯群以过往的经验谈及泉州
应当更好地保护古城，向世界
展示更有秩序、卫生干净的古
城，这是向国际传播的泉州形
象；要留住原真的记忆，充分
保护建筑、非遗、文物等，发动
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要有效地
控制好保护和开发的力度，不
能为了一时的商业经济利益，
让商业价值冲击文化价值。

福建省文旅厅厅长吴贤
德表示，后申遗时代，如何把
握历史契机，打响“泉州古
城”形象品牌，打造“世界的
古城，活着的古城”，这是一
个复杂的命题，也是久久为
功的大工程。相信有了更多
人的出谋划策，将为泉州进
一步传播海丝文化，促进文
体旅融合发展和城市品牌宣
传发挥重要力量。

专家齐聚泉州 献计古城保护
多位重量级嘉宾及文化旅游界资深人士一同“探知古城”，共话泉州古城

文脉赓续与国际传播

□小贴士

用立体影像技术
让市民体验考古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林良标 文/图

“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
今日熙熙攘攘的泉州道路，依然可以追忆
古城昔日之盛景。泉州古城蕴含着丰富的
文化历史故事，砖石瓦砾中都流转着岁月
痕迹。

昨晚，由福建省文旅厅作指导，泉州市
古城办、泉州市文旅局主办的“宋元中国·古
城风华——泉州古城文脉赓续与国际传播”
沙龙活动在泉州小山丛竹书院开展，多位重
量级嘉宾及文化旅游界资深人士一同“探知
古城”，共话泉州古城文脉赓续与国际传播。

在武夷山闽越王城博物
馆，同样有展出汉代的铺地
砖，但大部分都带着纹饰，而
且以青灰色铺地砖为主。

闽都学者、闽江学院的杨
琮教授告诉记者，红砖和青砖
在烧制工艺上是有区别的。

红砖工艺中缺少了一道湆（qì）
窑工艺；青灰砖烧制的后期，
工匠会在窑中加水，陶砖就会
呈青灰色，砖体更为坚硬。

那么为什么冶山会发现
红砖和灰砖两种不同的铺地
砖呢？

杨老师表示，闽越国有
近百年的历史。在建造宫殿
之初，生产水平有限，使用红
砖为主。到了后期改建、修
缮时，带纹饰的灰硬陶砖就
出现和增多了。他推测说，
工艺较粗简的红砖出现，也

从侧面反映福州闽越国时期
的城市遗存时间早于武夷山
的城村汉城遗址。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
是铺地砖分为室内砖和室外
砖，室内比较细腻，而室外比
较粗糙。

探索古河道 发现西汉铺地砖

铺地砖工艺 或揭秘遗存年代

打响“泉州古城”形象品牌

沙龙对话后，现场
还进行了“泉州古城”
品牌形象发布。以动
画展示视频生动地阐
释了“泉州古城”品牌
设计的理念和深刻的
寓意，让更多人看到
关于“泉州古城”未来
的无限可能。

据了解，泉州市古
城将与中国传媒大学
就加强和改进“泉州
古城”品牌推广、IP 打
造、国际传播工作开
展合作，现场共同签
署《品牌传播项目合
作协议》，未来将助力
古城宣传推广进一步
国际化。

此外，这两天，嘉
宾们还组成“探知古
城”工作营，深入泉州

“问诊把脉”，探访中
山路、金鱼巷、西街、

旧馆驿等古街古巷，
“ 润 物 无 声 ”孵 化 空
间、西街游客服务中
心、非遗馆、五店市等
文创文旅业态，以及
开元寺、南外宗正司
遗址、府文庙、草庵摩
尼教遗址、六胜塔、石
湖码头等遗产点，实
地考察研讨，发掘痛
点难点，碰撞思路对
策。

从历史走向未来，
从地方走向世界，文
脉的传承与创新，将
涵养泉州人更深厚的
文化自信。泉州古城
不断根植历史，在历
史的根基中萌芽新的
方向，将古城文化滋
养成为参天大树，在
后申遗时代，以古城
文化为基础，将古城
IP和形象带给世界。

嘉宾们将组团
深入泉州“问诊把脉”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石磊磊
见习记者 陈琦 文/图

唐代冶山建筑遗存，包括莲瓣纹瓦当和筒瓦、
钱纹大砖、兽面陶脊饰等

带着纹饰的黑硬陶铺地砖

开场表演为南音+RAP的古今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