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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海港文化之乡，泉州泉港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独一无二
的“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遗保护名录和国家级“非遗”名录，领先西
方1000多年，是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突出成就之一，是海洋文化和“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载体；土坑港市遗址则是泉州保存最完好的港市遗址，填补了泉州“海丝”港市遗址的
缺环。近日，海都记者探访福船“水密隔舱技艺”、千年“海丝”聚落土坑古民居，见证昔日“海上丝
绸之路”盛况、当今“丝路海运”的繁荣发展，及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密切贸易往来。

古今“丝路海运”共促繁荣发展
福船“水密隔舱技艺”、保存完好的土坑港市遗址、千年“海丝”聚落土坑

古民居，共同见证泉州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密切贸易往来

“海丝”从这里启航
南安九日山为海丝东端起点，见证“东方第一

大港”千帆竞发、万商云集的盛世繁华

永春篾香见证千年海丝繁华
永春全县有制香企业近300家，香品深受“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喜爱 A03 A04

过去十年里，泉港搭
乘“一带一路”春风，主动
融入“丝路海运”，推动港
口发展，逐渐成为工业和
贸易的重要区域，经济得
到迅速发展。

拥有“中国不多、世
界少有”的天然良港肖厝
港区，当前已建成码头泊
位 10 万吨级 3 座、7 万吨
级 2座、5万吨级 1座、3万
吨级 1 座和一批千吨级，
在建 5 万吨级泊位 2 座，
基本形成以油气化工储
运为特色。港口吞吐量
从 2010 年首次实现突破
千万吨，至 2022 年已达
3000 万吨/年，十年里翻
了三倍。

而随着港口建设发
展，泉港进一步密切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贸易往来，有力促进泉
港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外贸方面，2013年以来，
泉港区对‘一带一路’国家
进出口额3205.17亿元，年
均增长 0.24%，占泉州口
岸 的 73% 、福 建 省 的
22%。”泉港区商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道，进口方面，
主要从沙特阿拉伯、阿联
酋等国家进口原油、天然
气等产品。而出口方面，
出口国家涉及“一带一路”
64个国家，其中东南亚 18
国、中亚 12国、波斯湾、西
亚 16国、中东欧 17国、非
洲 1国。十年来累计出口
额 43.7 亿元，年均增长
2111.97%。

从空中俯瞰，位于泉
港区后龙镇土坑村成片保
护的闽南古厝群，蔚为壮
观。这些红砖古厝极具闽
南特色，雕梁画栋、飞檐翘
角，犹如一座座宫殿，述说
着“海丝”文化与故事。

走在古街上，我们能
看见沿街挂着“长春堂药
铺”“南京布匹商行”“万捷
十三行”等招牌，铺开了一
段波澜壮阔的海商传奇。
据介绍，明清时，这条“施
布口街”确实很繁华，“南
京布匹商行”就是在江浙
一带和东南亚两头做生意
的，而“万捷十三行”则是
全国各地采购原材料，打
金打银，再销往海外。

因为与海外往来密
切，这条古街也就有着浓

浓的“海丝”文化气息，一
些传统古建筑时而穿插着
一点西洋元素，像刘肇元
进士第的正大门上方镶贴
的四方瓷砖画，据说已有
2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传
统的家风家训内容，却是
在吕宋 (现菲律宾)烧制，
日本浮世绘画风。作为

“风水宝地”——村里的制
高点“绣花楼”和“勗斋”，
没有被达官贵人所征用，
而是成为做海运生意的
商贾们等候船只时的休
闲场所，可见商人在当地
的地位。

记者获悉，土坑古村
落延续至今600多年，它自
古以海为生，海运商业发
达，有延续至今的家族式
海运传统，现存码头、集市

遗址。土坑村考古发现的
1888 年维多利亚女王硬
币、1907 年爱德华七世硬
币、大正七年日本硬币、英
属婆罗洲硬币等，是其海
外贸易交往的一个见证。

“人们当今看见的古
民居，是古代海商兴建的，
不仅保留了闽南传统建筑
风格，还融合了西方、南洋
等多种外来文化因素，形
成一条商住两用街，成就
兴隆发达的海港集市。”泉
港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道。土坑村港市遗址是
泉州市目前保存最完好的
港市遗址之一，是古代泉
州海上贸易的重要组成部
分，填补了“海上丝绸之
路”中国史迹遗产点目前
暂无港市遗址的缺环。

船是开拓海洋的重要
载体，“福船”，因在福建沿
海建造而得名。福船作为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令
人瞩目的运载工具，可以
说，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桥梁，见证了昔日“海上丝
绸之路”盛况。

如今，来到泉港可以见
到，一艘古香古色的福船悠
荡在锦绣湖上,引来不少市
民围观。这是一艘 1∶1 复
原的明代福船，是“水密隔
舱”福船的典型代表。据建
造该船的发起人林配宗介
绍，这艘福船的复原建造历
时 5个多月，由包括峰尾黄
氏福船造船世家传人黄唐
阳在内的 10多位泉港造船
名匠共同完成。其黄氏福
船造船技艺,在中国古代对
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见证。

而让泉港福船笑傲沧
海行天下的，当属“水密隔
舱福船制造技艺”，船舱中
以隔舱板分隔，彼此独立且

互不透水。福船制造技艺自
明洪武年间随黄氏入闽传入
峰尾镇以来，世代相传，伴随
黄氏造船业务的对外开展，
不仅在泉港区峰尾、肖厝、
沙格等地广泛传承，还流传
到长乐、福州、厦门、湄洲湾
和惠安辋川、净峰、崇武以
及浙江温州等沿海地区，这
项技艺领先世界航海技术
1000 多年，意大利旅行家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对
该技艺做了详细描述。

2014 年 11 月，泉港区
“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
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扩展项目名录，随后水密隔
舱福船船模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部永久收藏，让全
世界感受到福船的魅力。

“千百年来，水密隔舱福船
制造技艺在泉港从未中断，
泉港福船见证了一代又一
代渔民的奋斗历史，在风雨
中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
的辉煌商贸历程。”泉港区
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水密隔舱技艺”高超
福船见证“海丝”盛况

海商留下土坑港市遗址
填补了“海丝”史迹缺环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借助“一带一路”
融入“丝路海运”

泉港土坑古民居（泉港区文旅局供图）

泉港福船见证昔日“丝路”盛况（泉港区文旅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