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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杨江参
田米 文/图 通讯员 黄忠族
方丽艳） 在“泉州：宋元
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22 处代表性古迹遗址
中，泉州市舶司遗址是我
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古
海关遗址，对保护和修复
中国海关历史物证，传承
中国海关历史文化具有重
要的作用和意义。

“这是世界最大的港
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
里，货物堆积如山……”13
世纪时，意大利旅行家马
可·波罗如此描述泉州。
泉州是 10—14 世纪世界
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
荣的商贸中心之一，作为
宋元中国与世界的对话

窗口，展现了中国完备的
海洋贸易制度体系、发达
的经济水平以及多元包
容 的 文 化 态 度 。 其 中 ，
2020 年刚考古发掘出来
的泉州市舶司遗址，也是
中国目前所仅见的古海
关遗址，见证了这一段繁
荣的贸易历史。

泉州海关工作人员介
绍，泉州市舶司设置于宋
元祐二年（1087 年），是宋
元国家政权设置在泉州
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
政机构，其设置标志着泉
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
对外开放口岸。市舶司
专掌番货、海舶、征榷、贸
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
物 ，也 就 是 承 担 船 舶 管

理、货物监管、征税缉私、
招徕迎送等现代海关、商
务、港务、外办等职能。
泉 州 市 舶 司 历 经 两 宋 、
元、明三朝，于明成化八
年（1472 年）迁置福州，前
后达 385年之久。

据海交史专家、泉州
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丁
毓玲馆长介绍，泉州市舶
司一经设立，给当地海商
提供进出口贸易便利，给
朝廷带来巨大的财富，泉
州市舶收入占当时全国市
舶收入的一半。

泉州市舶司见证了泉
州在宋元时期“云山百越
路，市井十洲人”“涨潮声
中万国商”“船到城添外国
人”“梯航万国”的繁荣景

象，目睹了泉州港崛起为
“东方第一大港”的辉煌。
据《泉州海关志》记载，宋
元明三代对海外贸易管理
严格，国内外商人从泉州
港出海或靠岸，必须先赴
市舶司登记，凡从海外运
货抵港，要先经市舶司抽
分博买，即征收关税，否
则没收船货并治罪。在
宋初，泉州已是“蕃舶之
饶，杂货山积”。在元代
泉州海外贸易更是达到
极盛，泉州对外通商的国
家和地区由南宋时的 58
个增至 98 个，进口商品以
香料、药物为主，出口商
品则以丝织品和瓷器为
大宗，最多时进出口货物
在400种以上。

N海都记者 陈晋 包华 文/图
实习生 林益萱

在福州仓山区烟台山，中式、新古
典、哥特式、巴洛克等中西风格的建筑
群，是福州独特的一道风景。近年来，福
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烟台山历史风
貌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及利用，分期
分批进行保护改造。

昨日上午，参加第44届世界遗产大
会（以下简称“世遗大会”）的嘉宾们来
到烟台山，不少嘉宾感叹，这里处处是
美景，诸多老建筑实现了活化利用，延
续、传承了历史建筑所包含的文化血脉
与精神。

泉州市舶司遗址 见证“东方第一港”
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古海关遗址，设置于宋元祐二年（1087年），

是宋元时期管理全国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

福州烟台山 从历史寻获美好未来
上百座中西风格的建筑，堪称“万国建筑博物馆”，经过修复和活化利用，成为福州的一张新名片

自 2020 年重新开放
以来，烟台山已接待包括
美国驻广州总领馆总领
事、住建部、文化旅游部
等在内的多个考察调研
团体，再度成为福州文化
交流的重要窗口。“为老
建筑注入新内涵，使之得
到延续传承，使其改善整
体人居环境，满足当代民
众的生活，这也是城市更
新 理 念 上 的 丰 富 与 进
步。”烟台山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在保护、修
缮古建的同时，赋予文保
建筑公共服务功能，才能
真正实现文化遗产的全民
共享。

根据保护规划，烟台
山历史文化风貌区，包括
公园路历史建筑群和马
厂街历史建筑群在内的
地区总体功能定位为：保
持以居住、文教功能为特
色，集文化休闲、创意及
旅游于一体的近现代历
史文化风貌片区，是福州
中心城区闽江景观游览
带与城市商业轴上的重

要节点。在功能结构规
划上，由烟台山历史文化
风貌区、公园路历史建筑
群、马厂街历史建筑群共
同构成的历史片区形成

“三轴、三点、七片区”的
功能格局。

此外，烟台山还打造
特色历史文化街区项目，
该项目占地 166 亩，总投
资 1亿元，涉及亭下路—
爱国路—乐群路—梅坞
路—观井路环线及周边 4
条支巷，总长 2300 多米
(烟台路、槐里、对湖弄及
池后弄)，街区已于 2020
年1月21日开街运营。

烟台山管委会相关人
士表示，依托烟台山丰富
的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
挖掘活化文物古厝资源，
围绕文化展示、民宿、现代
旅游、数字内容设计、商业
商办等一批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以烟台山文化
内涵为核心的产业链和产
业集群，旨在将烟台山打
造成福州乃至福建的特色
城市名片。

烟台山历史风貌区位
于闽江南岸的仓山区。依
山而建的万国建筑、教堂、
学校，或高大，或小巧，参差
错落，中西建筑交融，古今
相映生辉。

据介绍，作为五口通商
口岸之一，1842年后，进入
福州的西方人大多聚集在
闽江边的烟台山工作、生
活，随之便陆续出现了各国
风情的老洋房、别墅，也有
了教堂、商行、银行、领事馆

等各式建筑物。烟台山是
福州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
地方，记录着福州对外交流
的盛况。

据介绍，烟台山历史风
貌区的老洋房的数量及风
格的多样化，堪称“万国建
筑博物馆”。目前，这里尚
有文物建筑及历史建筑188
处，其中区级以上文物保护
单位 18 处、文物登记点 73
处，还有38条历史街巷。这
些历史建筑大多形成于清

代至民国时期，是福州近现
代城市发展的实例。

建筑是凝固的记忆，有
了“烟火气”，才能真正“活”
起来。在乐群路 12号的闽
海关税务司公署（官邸），
2019年修缮后，成为闽海关
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内创办
了闽海关文化展，介绍福州
商贸发展历史以及海关的
发展历程。记者了解到，闽
海关税务司公署（官邸）是
清代、民国时期闽海关税务

司（关长）的住处，原址为英
商义记洋行，始建于 1877
年，1926年重建后，仍然作
为税务司公署来使用。

仓山影剧院—烟台山
艺术中心卫理公会总部—
茉莉花茶及介绍福州茶港
的展示馆、爱国路 2号—福
州烟台山历史博物馆以及
英华书院、石厝教堂等，一
座座历史建筑经过修复和
活化利用，重新赋予了它们
生命和活力。

有了“烟火气”历史建筑“活”起来

将烟台山打造为城市特色名片

泉州市舶司遗址

爱国路2号原美国领事馆是烟台山的制高点，也是标志性建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