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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是泉州？宋元的全球贸易   
中心是如何形成的？（下）

完成了对广州的超
越；元代时则成为
元代最大的港口城
市之一。

宋 元 以 及 明 初
出版的地理著作，
如赵汝适的《诸藩
志》、王大渊的《
岛夷志略》、周致
中《异域志》等，
都记载了我国与各
个国家之间的航线
距离、方位与所需
时间，这些著作几
乎都是以泉州作为
基准。也就是说，
泉州是那时中国海
上 丝 路 的 原 点 之
一。

据 统 计 ， 北 宋
时与泉州进行贸易
的 国 家 大 约 有 3 4
个，到了南宋时增
加到56个，元代时
增加至80多个。众
多不同语言与文化
的人在泉州汇聚，

他们在这里经商、
传教与游历，可以
说泉州在那时就是
一个五方混杂、华
夷交融的国际化大
都市。

在 元 代 ， 泉 州
也叫“刺桐城”，
刺桐是一种产自马
来西亚等地的热带
植物，五代时闽越
国开始在泉州广泛
种植这种植物，于
是 泉 州 等 地 就 长

满了刺桐，久而久
之，大家都把泉州
称为刺桐港或者刺
桐城了。

在 马 可 波 罗 的
记述下，泉州有来
自当时大食、三佛
齐、真腊、占城等
国的商人，大量的
商品在泉州汇聚，
最好的证明就是遍
布于泉州城的各种
文物古迹，在泉州
的中山路，至今还

能发现具有印度教
风格的石雕和伊斯
兰风格的清真寺，
在泉州海上交通史
博物馆还保留着当
时各个国家留下来
的大量石刻。

除 了 外 来 宗
教，本土宗教也在
当时的泉州大放异
彩 。 宋 代 妈 祖 （
妈祖文化产生于泉
州邻近的莆田，即
古代的兴化）、道
教、佛教文化逐渐
在泉州兴起，并形
成各自独具特色宗
教建筑文化群。

文史君说
如 果 说 长 安 与

洛阳是中国陆上丝
绸之路的代表，那
么泉州、广州与宁
波则是中国海上丝
绸之路的代表，其
中尤以泉州为重。

泉州的兴起一方面
源于陆上丝路的衰
落与海上丝路的崛
起，另外一方面就
是中国经济重心不
断南移的大环境，
大 量 人 口 涌 入 南
方，为泉州的经济
与文化带来了新的
活力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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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的清净寺（作者摄）   宋元时留在泉州的伊斯兰教石刻（作者摄）

刺桐花是泉州的市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