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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吴日锦
林良标） 新年第一天，泉
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一场
以“众神之城”为主题的新
年艺术展，集中呈现了宋
元时期以来，在刺桐城落
地开花的人文信仰，为市
民、游客献上一场“泉州宝
藏”大片。

“小时候年节拜拜的时
候最开心了！”展厅中一幅
《百神夜游》的画作前，两名
游客触景生情，感怀童年。
以往，在素有“世界宗教博
物馆”之称的泉州，各种“拜
拜”的日子，是孩子们最期

待的时刻。这幅画的作者
蔡志佳创作灵感就是来源
于儿时的记忆，在他眼里，

“泉州人有着虔诚的信仰，
游神就是闽南人追星的现
场。但孩子们眼里，更多的
是借着这个由头与‘神仙’
四处游境联谊，还能满足一
下嘴上的馋虫”。

展馆内，由仰恩大学
谢日菲、孙玉婷创作的积
木作品《海神护佑下的泉
州湾》也格外引人注目。
该作品以积木为主要创作
素材，辅助三维建模与打
印技术，搭建古泉州湾模

型，呈现在真武大帝、天妃
妈祖两代海神守护下，宋
元泉州湾涨海声中万国商
的繁华景象。

“土地公跟观音菩萨，
是我的家人。”泉州知名文
创人、本土文化传播者“吹
神”儿时总以为摆在家里
同一佛龛内的“土地公和
观音”是夫妻，长大后才知
道原来这两尊“神明”连教
派都不同，“一佛一道，淋
漓尽致体现闽南信仰包
容”。此次，他以传统神像
的木胎，香樟木做主体，搭
配 3D打印出的飘带配件，

设计出佛道相关的符号作
为二者之间的链接。作品
展出后很受年轻人欢迎。

“这种让文物活起来
的展览形式，推进了博物
馆及城市历史主题的艺术
创作，与公众双向交流，促
进了泉州文化的传播。”泉
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副馆
长陈颖艳告诉记者，“泉州
宝藏”新年艺术展至今已
举办四届，本次展览展出
的 180余件作品，均来自泉
州各路艺术家及民间艺人
之手。展览将持续到 2 月
7日。

在这场展览里 跟着“诸神”畅游泉州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 泉州两地入选
分别为永春苦寨坑窑考古遗址公园和德化窑考古遗址公园

N海都记者 柳小玲/文
部门供图

近日，国家文物局公
布了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其
中，泉州市的“永春苦寨坑
窑考古遗址公园”“德化窑
考古遗址公园”列入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德化窑是 10—14 世
纪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
福建最具代表性的外贸瓷
产地之一，作为我国古代
东南沿海重要的外销瓷生
产遗址，德化窑见证了以
泉州港为中心的海上贸易
史和对外交往史，是中国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组成部分。

德化县境内发现的古
窑址多达239处，遍布全县
18个乡镇。其中，屈斗宫
窑址于 1976年发掘，证实
德化窑陶瓷是海外贸易的
重要外销产品。尾林-内
坂窑址、生产作坊区于
2020年考古发掘，首次在
一个窑址中揭露四座横跨
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并
有叠压打破关系的龙窑、
分室龙窑、横室阶级窑。
所有这些窑址的发现，为
判定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德
化瓷器的窑口和断代提供
了确凿的实物佐证，为研
究海上“陶瓷之路”，陶器
外销和宋元明清时期中外
贸易友好往来提供了重要
的历史见证。

德化窑考古遗址公园
总面积约67.4公顷，包括龙
浔镇的屈斗宫遗址片区、三
班镇的尾林-内坂-大垄
口-梅岭遗址片区，公园内
涵盖了宋、元、明、清各个时

期的窑址21处以及瓷土加
工区、生产作坊区、瓷帮古
道、河流等遗存，系统性、珍
贵性和保存的完整性在福
建乃至全国都较为少见，整
个制瓷业态非常完整。公
园计划总投资1.6亿元，争
取在 3年建设周期内成功
挂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力
争建成为集考古展示、观光
体验、研学旅行、休闲购物
等于一体的大型文旅融合
综合项目。

其中，屈斗宫片区将
规划为展示德化窑文化高
度的活力片区，规划遗址
展示区、考古预留区、文化
展示体验区、配套服务区
四大功能区。尾林-梅岭
片区规划展示德化窑历史
工艺的生态画卷，以山溪
窑口自然界面为主题，打
造山林间考古遗址公园，
展示不同时代的窑址，让
游客了解并体验不同时期
陶瓷烧造的工艺流程。

“德化窑考古遗址公园
于2018年获评福建省第一
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目前
已完成考古发掘区域的保
护展示棚建设，建成宋元德
化窑展示馆并对外开放，初
步完成公园内的道路提升、
环境整治等对外展示项
目。”德化县旅游事业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道。

永春苦寨坑窑遗址，位
于介福乡紫美村西南面（当地
人称“苦寨坑”）的一座山坡
上，海拔约674米。2015年11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福建
博物院联合泉州市博物馆、永
春县博物馆对其进行考古发
掘，发掘总面积约 350平方
米，共发现9座窑炉遗迹。

9座窑炉遗迹均依山而
建，沿着山坡向上掏挖洞穴
而成，分布密集，上部窑炉
叠压下部窑炉。遗迹保存
较好，已是典型的龙窑形
态。窑址出土了大量的原
始青瓷标本，还有少数的硬
纹硬陶和黑衣陶器、石戈
等。原始瓷多为残片，可分
为生活用品和窑具两类。
生活用品器形有尊、罐、钵、
壶等；窑具为垫饼。此外，

还发现大量人为加工过的
陶瓷器残片。器物多使用
泥条圈筑和慢轮修整，多呈
灰色或灰黄色，胎土较细，
质地坚硬。釉多呈青灰、青
绿色，部分略偏褐或泛黄。
装饰上采用刻划、拍印、戳
印、堆贴、镂空等手法，纹饰
有弦纹、网格纹、绳纹、戳点
纹、鼓钉纹等，还有一系列
的纹饰组合，如弦纹、戳点
纹、几何纹组合等。

据悉，该窑址的年代为
距今 3700—3400多年，即夏
代中晚期、商代中期，是目前
全国发现最早的原始青瓷窑
址，将我国烧制原始青瓷的
历史向前推进了 200年（浙
江东苕溪年代为距今 3500
年）。2017 年 4 月 12 日，永
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获评

“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2018年12月，被列为
福建省第一批省级考古遗址
公园；2019年 10月，被公布
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2022年 4月，获评“新
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未来，苦寨坑窑考古遗
址公园将结合“瓷帮古道”，
携手邻县德化窑保护、传承
和发展，连片打造最早、最
美、最大的中国陶瓷文化
圈，打造属于福建省乃至中
国的陶瓷文化 IP。

【德化窑考古遗址】
一窑跨千年

见证海上丝绸之路辉煌历史

【永春苦寨坑窑遗址】
一睡三千年 全国发现最早的原始青瓷窑址

德化窑考古遗址

永春苦寨坑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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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泉州》（本组图片由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提供）

积木作品《海神护佑下的泉州湾》，呈现了宋元时期
泉州湾的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