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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港位于九龙江入海处，因九龙江之海
澄月溪至海门岛江道段的地形“一水中堑，
环绕如偃月”而得名。这里河海交接，交通便
捷而几无风浪，是适宜的人货登船之处。后
来月港泛指整个九龙江流域，许多国外文献
又称之为漳州河。

作为福建省第二大河流，九龙江包含了
北溪、西溪和南溪三部分，流经漳平、华安、
长泰、龙海等 8 个县市区，在入海口与漳浦、
云霄、东山等县的多个港口形成一个港口
链，并以入海口镇海卫太武山为坐标，成为
明代许多国际海洋航路的起点。

月港的兴起

月港海洋贸易的兴起，要早于明隆庆元
年（1567年）开放海禁上百年。

根据清乾隆年间的《海澄县志》载，早在
明正统、景泰年间（1436—1456 年），这里的
民众已“多货番且善盗”，到了明成化、弘治
年间，已然发展到“人烟辐辏，商贾咸集”的
程度，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云：

“时漳州家造过洋大船，往来暹罗、佛郎机
诸国，通易货物，海道不靖。”张燮《东西洋
考·饷税考》亦云：“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
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其他诸多文献资料
也证明了月港在开禁之前，海洋贸易所形成
的繁华盛景已有上百年，这里一度被称为

“小苏杭”。
隆庆开禁，月港成为明代唯一准贩东西

洋的官方港口，更使海洋贸易得到空前的发
展。《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漳泉二郡商民，
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九龙
江冲积所成的漳州平原是福建省最大的平
原，被誉为“鱼米花果之乡”。事实上，在明清
以前，九龙江入海口一带农业生产条件极
差，《东西洋考》载：“顾海滨一带田尽斥卤，
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
家征货，固得稇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
自给。”彼时全漳的农业和手工业几乎都围
绕着海洋商贸所带动的产业而进行，正如箫
基在《东西洋考》的小引中所描绘的景象：

“澄，水国也。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之
皆海共，酬酢之皆夷产。”

月港海洋商贸中，主要输出货物有丝
绸、布匹、瓷器、茶叶、铁器等，其中瓷器一直
是最为大宗的货物之一。有学者根据国外相
关的档案资料统计认为“从荷兰东印度公司

建立到康熙三十四年（1602—1695 年）贩运
到欧洲的中国瓷器约二千万件”，可见数量
之庞大。如果加上其他贸易公司、航道，以及
欧洲以外的世界各地，数量上将达到难以想
象的程度。

平和窑的兴衰

尽管明清时期九龙江各支流和干流沿
岸多有窑场，分布最为密集、生产数量最大
且主要生产当时出口量最大的青花瓷者则
当数平和县。

平和窑从明中期才开始兴起，许多地方
志的梳理明晰了这一过程。明正德《漳州府
志》关于瓷器的记载为：“白瓷，出漳平县永福
里。黑瓷器，出南靖河头。青瓷器，出南靖金
山。”明万历元年（1573 年）《漳州府志》则记
载为：“瓷器出漳平、平和等县。”可见此时平
和窑已经渐起生色。而明万历癸丑（1613 年）

《漳州府志》载：“瓷器出南胜者殊胜他邑，然
亦不甚工巧。”清光绪十五年（1889 年）的《平
和县志》载：“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粗者出
赤草埔、山隔。”显然，这是一个从明中期到清
晚期，由无到有、由粗到精细的发展过程。

根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物普查和
考古挖掘，平和县境内明清窑场多达数十
处，基本遍布全县各乡镇，其中以南胜、五寨
最为密集。重要的窑地包括南胜镇花仔楼、
田坑，五寨乡大垅、二垅窑等。出土的瓷器包
含青花、青瓷、白瓷、酱釉、彩绘瓷、素三彩
等，其中以青花、彩绘瓷和素三彩数量最大
和最具独特性。

平和窑的崛起，大致有几个方面的原
因。一是明万历年间，景德镇矿土日益匮乏，
以及窑工对于统治阶级的反抗所造成的动
乱。许多窑工因此远走他乡另谋出路，成为
工艺传播和转移的巨大推力。二是月港的崛
起，跨国海洋商贸对于陶瓷产品的大量需
求，是促进这一行业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三是平和县特殊的历史人文与地理因素。根
据清道光《平和县志》载，从明正德十四年

（1519 年）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历任
44 位知县中，除一位籍贯未详外，江西籍有
14 位，如果加上其他江西籍的各级官员，甚
至是追溯到平和公认的创县之父江西人王
阳明，平和县与江西可谓是渊源深厚。如此
的人脉相连与文气相承，许多窑工在重新选
择生产与生存之地时，平和县自然成为一个

好地方。
盘绕流经平和大部分乡镇的九龙江支流

花山溪，使得这里水路交通便畅；平和山区大
量的木材可供烧窑所用；这里工价低廉，有利
于这一行业大量生产。随着月港兴起，诸多因
素使得平和县成为最佳陶瓷生产地。

平和窑的身份认定

从外在形式来看，以青花瓷为主的平和
窑工艺辨识度高。最为突出的是，由于钴料
提纯工艺过于粗糙，青花颜色灰暗并多带有
晕散的特征；其次，由于圈足修整上少了“倒
角”这一道工序，加上烧制过程中简单以砂
层代替饼垫所形成的沙足口。

其他还包括胎体粗糙疏松、胎质色泽发
灰以及纹饰潦草写意等，都成为今天考辨平
和窑的重要依据。究其原因，主要是民窑工
艺的自由度与海洋商贸短时间内对市场的
大量需求所致。

由于产地归属长期不明，平和窑在历史
上拥有许多名字。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
成立，由于市场的争夺，先后掠获两艘葡萄
牙克拉克商船，并把这两艘商船上满载的中
国青花瓷器运到荷兰的米德尔堡和阿姆斯
特丹拍卖，这些瓷器因此被称为“克拉克瓷”
并延续下来，用以指称明清时期的中国陶
瓷。彼时运往欧洲的陶瓷包括漳州平和窑、
漳州东溪窑、景德镇与德化陶瓷。可以说，克
拉克瓷泛指所有明清的中国瓷。

上世纪 70年代以前，在平和窑尚未进入
学术视野之前，因这些瓷器多经由汕头出
口，国外学者称之为“汕头器”。“交趾烧”或

“交趾盒”，则是日本人误以为平和窑的素三
彩香盒来自交趾。平和窑的素三彩香盒还销
售到东南亚和欧洲各国，这些地区又把这种
产地不明的陶瓷品种称之为“华南三彩”。

“沙足器”也是因为早期平和窑的属地不明，
而对其烧制工艺所形成沙足圈底陶瓷的称
呼。日本人还把平和窑青花开光大盘称为

“芙蓉手”，谓平和窑五彩瓷为“吴须赤绘”。
关于平和窑的命名问题，上世纪 90 年

代，许多本土专家曾经聚集一起探讨，最终
以九龙江流域为统摄，把明清的漳州窑口出
产的瓷器统称为“漳州窑”。显然，这种命名
太过含混。一方面，“漳州窑”包含平和窑和
南靖、华安的东溪窑，尽管二者均生产多种
类别的瓷器，但在工艺制作和成品样式上存

在较大的区别，前者主要是传承景德镇青花
瓷和五彩瓷工艺，后者则是侧重本土传承发
展起来的米黄釉瓷；前者器皿多以碗盘为
主，后者则常见仿古器形；前者图简单便捷，
多形成沙足口，后者工艺较为讲究，少见沙
足，并多见玉璧足。

另一方面，统称为“漳州窑”在某种程度
上消解了平和窑因月港而兴、因月港而衰的
历史文化特性。平和窑与月港商贸的紧密关
联，甚至可以认为，海洋商贸所带来的工艺
特性就是其文化价值上最为重要的属性。

月港的世界陶瓷路

在早于西班牙殖民菲律宾并开放马尼
拉港的 100 多年前，甚至早于 1521 年麦哲伦
到达菲律宾的近 80年，福建人已通过月港与
东南亚各国进行“通易货物”。

从月港开禁前 100 多年前开始，闽人通
过月港往来商贸的国家就有数十个，据《东
西洋考》所载，包括吕宋、苏禄、文莱等“东洋
列国”，交趾、占城、暹罗等“西洋列国”，以及
日本、朝鲜和红毛番（欧洲各国）。

月港的世界陶瓷路，除了往南与东南亚
各国直接贸易的航线、往北与日韩的贸易航
线外，最为显著的航路有两条。其一是马尼
拉—阿卡普尔科的太平洋航线，这条航线于
1565 年由修士航海家乌尔达内塔所开创，是
一条从菲律宾马尼拉横跨太平洋抵达墨西
哥阿卡普尔科的新航道。由于贸易所用的船
只均为中国工匠在马尼拉建造的大帆船，这
条新航线被称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
1573 年起，这条航线成为沟通中国、马尼拉、
美洲并最终通往欧洲的全球贸易航路，开启
了一个“白银化”的时代。

另一条则是延续宋元时期的海上陶瓷
之路，由欧洲人通过印度洋抵达东南亚，甚
至直接到达中国东南沿海，满载中国陶瓷等
货物运往印度、西亚、非洲与欧洲各国。今
天，在东南亚、美洲、非洲和欧洲各地的博物
馆以及沉船打捞的明清瓷器中，平和窑的

“沙足器”依旧最为常见。
作为明清时期全球文化与贸易往来中

重要的交汇处，月港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重要的标识之地，也是明清时期中国参与
全球化的重要桥头堡。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省海
峡文化研究中心）

平和窑与月港的世界陶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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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漳州市芗城区的龙溪遗址公园，一块“海澄邑侯兼摄
龙溪县事陈公惠民德政碑记”讲述了一位勤政爱民的好知县
陈世仪。龙溪县和海澄县都是福建省旧地名，属漳州府。

其中，龙溪县为漳州府的附郭县，县城即今芗城区漳州古
城；而海澄县大致位于今龙海区东部以及厦门市海沧区除东孚
街道以外的区域，县治为龙海区海澄镇。1951年 6月，析龙溪县
城关一区、二区设县级漳州市（今芗城区）。1960年，龙溪县与海
澄县合并，以两县各取一字得名龙海县，县治石码镇。

龙溪遗址公园这块德政碑的主人就是陈世仪，字抑之，
浙江海宁人，监生，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任海澄县知
县。清乾隆版《海澄县志》记载其“貌颀而髯，精明强干，锐意
兴除”。一般县志在记载地方官员时很少描述外貌，这说明陈
世仪确实长得很高大，仪表出众。

清乾隆版《海澄县志》还记载，陈世仪千里迢迢从浙江海
宁赶到福建就任，风尘仆仆，初到海澄时，就立刻下马车，向
百姓询问民情，当得知有官兵和豪绅占据沿海一片的蛏埕网
桁时，十分愤怒，判令将占据的蛏埕网桁全部返还给百姓，以
利渔业发展。

陈世仪上任后，通过暗访得知，驻扎本地的清军占据浮
宫等渡口，向过往平民、商贩强索过路费，百姓苦不堪言。于
是，他便带着随从乔装扮成普通百姓，乘轿过渡，清军士卒果
然蛮横索要，甚至要砸碎轿子。此时，陈世仪从轿中出来，命
随从拿下清军士卒，捕送帅府处治，主帅在确凿证据面前无
法辩护，恼怒之下撤回所有关卡，当地百姓由此摆脱一道沉
重负担。自此，陈世仪名声传遍漳南一带。

陈世仪在海澄知县任上 7 年，“政洽人和，颂声四溢。自制
府以下，刺史、观察以上，皆廉其才品也”。能者多劳，此后朝
廷又命他兼摄龙岩知县，过了 3 年，又兼摄龙溪知县。陈世仪
一人挂三个县的知县，这是全国历史上也不多见。

龙溪遗址公园位于闽南师范大学边上的“百里弦歌”，陈世
仪德政碑建在一座碑亭里，碑亭与石碑均为南北向，花岗岩材
质。碑身高 303厘米、宽 113厘米、厚 16厘米，碑座尚埋于土中。
碑亭为四角，方柱，重檐歇山顶，飞檐鸱吻，正脊居中置葫芦。

陈世仪德政碑全文共 1467字，正文 776字，于清康熙四十
六年（1707 年）孟冬立，此时陈世仪到福建上任已满 10 年。碑
文记载陈世仪摄理龙溪县的卓然政绩，由赐进士出身、翰林
院庶吉士、龙岩白沙人吴相撰文；赐进士出身、内阁中书、海
澄人郑亦邹书丹；赐进士第、知四川重庆府綦江县事、龙溪人
蔡日光篆额。

文末附士民题名 196 人，其身份有举人、贡生、监生、生
员、里班、乡宾等。如包含碑记作者、书写者在内，共有 199 名，
其中有进士 8 人、举人 24 人，任官者 28 人，府县志中载有传记
者 26 人。当时龙溪、海澄的社会贤达多名列其中，其中就包括
著名华侨郭居昌、郭居鼎兄弟。

郭居鼎，字鼐侯，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出生于海澄五都
圳墘社（今龙海浮宫镇霞圳村）。十五六岁时，通过月港只身下
南洋到爪哇谋生，经过多年打拼，终成为富商巨贾，在三宝垄
及巴达维亚先后被荷印当局任命为雷珍兰、甲必丹等职，在当
地华人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后归国回乡，花钱向朝廷捐了
一个闲官，以耀门楣。郭居鼎情系桑梓，乐善好施，带头捐资兴
建凫溪码头、建筑海岸、建设浮宫码头，闻名乡里。

清乾隆版《海澄县志》记载，知县陈世仪将清军占据浮宫等
渡口整治后，为了方便百姓过江，“邑绅郭居鼎与兄居昌设义渡
二只以济往来，捐赀四百五十两置田，以给舵工修船之费”。

“郭居鼎、郭居昌与陈世仪结下深厚友谊。后来陈世仪兼
龙溪知县要修新桥时，郭居鼎、郭居昌兄弟都赶过来捐款共
建。”漳州市芗城区政协文史办主任许江鸿说。

漳州九龙江上原有一座桥，始建于明朝，时称为文昌桥，
清朝时称为新桥。桥中建水月亭，桥北建文昌阁，桥南建观海
楼，为当时漳城诗坛胜地。在历史上，此桥曾多次损毁，也曾
多次重修。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桥面又毁坏时，就是由
郭居鼎带头重修的。清光绪版《漳州府志》在郭居鼎的传中有
段记载：“漳郡新桥圮，谋修筑。佥曰：必郭鼐侯。”而陈世仪对
郭昌鼎的评价为“鼎雄于财，思为德于乡”。

陈世仪来自浙江海宁陈氏望族。在清一朝，海宁陈氏十
三世科第连绵不断，先后 31人进士及第、107人中举、秀才 442
人，有“海内第一望族”“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美誉。

海宁陈氏最令世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乾隆的身世之
谜。民间传说，乾隆原本是陈阁老的儿子，这个陈阁老就是海
宁的陈世倌。乾隆下江南，4 次住在了陈阁老的家里，其目的
就是为了去探望亲生父母。同为海宁人的著名武侠小说家金
庸在他的著作《书剑恩仇录》里就讲述了这段传说。当然，“乾
隆是陈阁老儿子”是野史，不可当作历史事实来相信。

而陈世仪正是陈世倌的堂兄弟，海宁当地史志记载，陈
世仪的祖父陈之问和陈世倌的祖父陈之阊是亲兄弟。陈世仪
出自名门望族，在海澄知县任上长达 13 年，为当地百姓做了
许多好事实事，得到官民一致的称颂，以至地方乡绅和百姓
都自发为其树碑立传。“全市颂扬陈世仪的德政碑共有 4 块，
除了龙溪遗址公园里的这块碑外，还有 3 块都在龙海区。”许
江鸿说。

龙溪现在已成为历史名词，有关龙溪县的文化符号日渐
消逝，所存无几，而“陈世仪德政碑”成为龙溪县衙唯一的历
史遗迹，故显珍贵。

陈世仪德政碑
□本报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刘钦赐

“海澄邑侯兼摄龙溪县事陈公惠民德政碑记”是龙溪县
衙的唯一遗存。 本报记者 萧镇平 摄

东明寺坐落于漳州市东山岛东门屿，建
于明代，号称是全国海拔最低的寺庙，犹如
海外佛国。明嘉靖五年（1526 年），巡海道蔡
潮在东门屿山顶建文峰塔时，见东明寺上空
祥云瑞彩，故称此处为“佛澳”。

东门屿位于东山岛铜山古城东门外的
海面上，又名塔屿，是我国四大名屿之一，岛
上奇峰怪石，泉水清澈，树木郁郁葱葱，冬暖
夏凉，气候良好，犹如蓬莱仙岛。俯视东门
屿，但见其有飞龙在天之势，又如一只展翅
飞翔的凤凰，具龙飞凤舞之吉兆。东明寺就
在东门屿北部的佛澳，浸月湾的北面，坐东
北朝西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湾。

寺庙面向浸月湾，海湾的风浪比外海
小，能避免风浪的侵犯，数百年来，无数次海
啸和暴风骤雨来袭，庙宇却基本安然无恙。
东明寺的东、南、北三面均为山峦，正好把庙
宇围起来，可免遭夏季台风和冬季寒风的侵
袭。寺庙山门直接面对浸月湾，正好形成一
个风水上的气口，视野极为开阔。这里是远

离城镇的孤岛，与世隔绝，古时人迹罕至。
由于东门屿礁石众多，少有平地，因此东

明寺除了中轴线上的几座主体建筑外，其他
殿堂分布较为零散，为主轴对称结合自由布
局，建筑面积 8500 多平方米。中轴线从低往
高依次为石埕、天王殿、大雄宝殿、大圆通殿，
东侧有伽蓝殿、三角亭、地藏王殿、五观堂等，
西侧为唱云堂、藏经阁、僧寮等。寺庙西南面
为南山门、佛澳码头、卧佛坛，东南面有东山
门、佛澳塔、普同塔。天王殿前面就是大海，海
对面山上建有文峰塔。东明寺高低错落的殿
堂楼阁之间，修有许多崎岖不平、四通八达的
石阶与通道，把建筑与景观连接起来。

南山门位于佛澳码头之上，为三间八柱
三楼式石牌坊，歇山顶，屋顶饰剪粘。大门匾
额书“东海明珠”，内柱隶书楹联“临济高风
人天宏范，禅净丕振转妙法轮”，外柱篆书楹
联“千顷汪洋随济度，二门清静绝法尘”。东
山门位于佛澳东侧山坡，为三间八柱三楼式
石牌坊，歇山顶，屋顶饰剪粘。门额前匾额刻

“东明圣刹”，背面匾额刻“中流佛心”。
卧佛坛为圆形建筑，重檐圆形攒尖顶，刹

顶立宝珠。正面开门，其余辟镂空窗，大门石
刻楹联“即庄严离庄严当下便登宝地，非相好
各相好现前顿见如来”，由于卧佛坛是东山门
入寺第一座宝殿，读罢此联，仿佛顿入佛境。
坛内佛龛上方镀金木雕二龙戏珠，龛上匾额
书“莲花佛国”，两侧楹联“法典弘开援众生在
尘劳海上，心精邃格祷诸佛于大光明中”。

天王殿具“皇宫起”建筑特色，歇山顶，
正脊两端雕孔雀开屏，垂脊牌头雕坐佛、观
音、罗汉，翼角饰麒麟与卷草纹。外檐柱楹联

“潮水长流摧浪归碧海，高山仰止寄目望文
峰”，指出天王殿直接面对着浸月湾，并能望
见海湾对面山巅的文峰塔。

大雄宝殿地势渐高，正面设石阶，依山临
海，气势恢宏。重檐歇山顶，正脊脊刹置法论，
两端雕孔雀开屏，脊堵浮雕三条行龙。外檐柱
楹联“悟得檀那寻香乃真供养，了知灯即是火
归大光明”。上檐下方施一排一跳斗拱，雀替
木透雕丹凤戏牡丹，随梁枋、剳牵木雕荷花、
缠枝花卉、蝙蝠、螭龙等，梁枋上彩画罗汉、花
鸟等。殿内墙壁上的每块琉璃砖上都雕有一
尊佛像，共有 1 万尊。殿内供奉着 9 尊大型汉
白玉佛像，两侧为汉白玉十八罗汉。

大圆通殿位于最高处，为平面八角形两
层楼阁，八角攒尖顶，四周环廊，一层外侧建
有阶梯通往二层。大门楹联“五觉六尘瞻仰
慈尊而普度，三途八难皈依佛母以潜悄”。伽
蓝殿其实是座四角形凉亭，歇山顶，面阔三
间，进深一间。地藏王殿为两层楼阁，庑殿
顶，翼角饰卷草纹，面阔一间。藏经阁为两层
楼阁，平座设花瓶式栏杆。

文峰塔建于明嘉靖五年（1526 年），平面
八角五层楼阁式实心花岗岩塔，通高 14 米。
三层塔基，一面开拱形门，现已用条石封堵，
上方塔铭刻“东屿文峰”。第二层塔身转角立
两根倚柱承托塔檐，其中塔身四面雕结跏趺
坐于莲花上的佛像，或结禅定印，或双手合
十，另外四面素面无雕刻。层间以条石直接
出檐。八角攒尖顶，塔刹为宝葫芦式。

文峰塔具有镇海保平安、兴文运和导航
的功能。这里东北面是漳浦县的古雷半岛，从
东海进入东山湾的船舶都需经过东门屿与古
雷半岛之间的航道。这个航道上除了东门屿
之外，还有树尾屿、水岩屿、虎屿岛、大坪屿和
铁钉屿等众多小岛，海域复杂。明代福建巡海
道蔡潮来到东山视察时，发现东门屿附近的
海面海浪较大、岛屿较多，不利于过往船只，
于是就在山上建塔，为船舶导航。

东明寺最大特色是其极低的海拔，最低
处仅 0.6 米，几乎接近海平面。站在天王殿前
的石埕上，波澜壮阔的大海近在咫尺，心情
顿时平静下来，有远离尘嚣之感。特别是南
山门直面大海，常有惊涛拍岸之胜景。

这里虽然远离大陆，但仍有几处淡水，
实属难得。如天王殿右侧有一口淡水井，名

“平湖泉”；天王殿后面有一口泉眼，名“观音
泉”；唱云堂边还有“白玉泉”，泉水水质良好，
长年不涸。如今这 3处泉井已保护起来，形成
精致的小景观。东门屿植被良好，有相思树、
木麻黄、柠檬桉、湿地松等，以防风防沙和抗
碱树种为主，寺庙前后还种植有凤凰木、波
罗蜜、佛肚竹、柏树、金边黄杨、龙眼等。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
规划学院）

中国海拔最低的寺庙——东山东明寺
□孙群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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