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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期 主办：晋江经济报社 磁灶镇党委、政府

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
中心”申遗项目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通过审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标志
着作为项目 22 个遗产点之一的磁灶窑址
（金交椅山窑址）正式成为世界遗产。

“泉州申遗成功，磁灶窑址（金交椅山
窑址）从此成为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财
富，是一件激动人心的好事、令人鼓舞的大
事、值得庆贺的喜事。”磁灶镇党委书记张
劲竹表示，申遗成功是新的起点，磁灶将坚
决履行好《世界遗产公约》，以世界的眼光、
科学的精神，切实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世界遗产，充分发挥好世界遗产的品牌优
势，推动实现磁灶文旅产业全面发展，为磁
灶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本期《新磁灶》，我们讲述与磁灶窑有关
的那些事。

磁灶，因烧制陶瓷而得名。因辖内
瓷土、燃料、水运等资源丰富，“磁灶窑”
在宋元时期成为泉州外销陶瓷的重要
生产基地。

“磁灶窑陶瓷生产始于南朝晚期，
迄今有 1500多年。”晋江市文保中心主
任吴金鹏介绍，磁灶窑从南朝晚期开始
生产陶瓷起步，到唐五代得到发展，到
宋元时期达到最鼎盛时期。清代晚期，
磁灶窑开始走向产业的转型，由原来生
产日用陶瓷，转向生产建筑陶瓷。一直
到改革开放以后，磁灶窑都是以生产建
筑陶瓷出名。总结磁灶陶瓷的生产历
史，可以说是千年窑火不断。

宋元时期，磁灶窑在泉州港繁荣的
海外交通贸易需求下，以海外市场为导
向革新技术，在产品种类、釉色、装饰技
法上博采众长，陶瓷生产达到最高水

平，产品种类繁多。磁灶窑的生产与泉州海洋贸易
的发展同步，其生产体系和生产规模展现了世界海
洋贸易中心强大的基础产业能力和贸易输出能力。

“似陶非陶、似瓷非瓷，是磁灶窑陶瓷的一大特
色。”吴金鹏表示，以金交椅山窑址为例，该窑址出
土的典型器物以日用陶瓷为主，如执壶、罐、盆等。
从制作工艺上看，这些器物釉色丰富，有青釉、酱
釉、黑釉、绿釉、黄釉、黄绿釉等；装饰手法多样，采
用“化妆土”、“施半釉”、“釉下彩”、刻花、剔刻、堆
贴、模印等；装饰纹样包括折枝花、缠枝花、梅花等，
突出海外定烧特点。

吴金鹏说，如果说德化窑以白瓷名扬世界，那么
磁灶窑则以绿釉独步天下，同时，磁灶窑还开了泉州
陶瓷“釉下彩”先河，而“施半釉”或“施釉不到底”技
法，又对日本黑秞碗碟杯等食器产生深远影响。

磁灶窑业早期以烧制日用器皿、陈设器为主，
直至明清时期，磁灶窑生产总体上仍延续宋元风
格，随着泉州港走向衰落，磁灶窑业受到影响，窑场
减少、产量递减、器形单一，主要为缸、瓮、罐、钵等
大件日用陶瓷。清朝末年，磁灶窑业逐步实现产业
转型，从以生产日用器皿为主变为生产建筑陶瓷为
主，如绿釉花窗、红砖花窗、瓶式栏杆、瓦当、垂珠、
滴水兽、风爷等。

直到1978年，磁灶陶瓷又迎来了再创辉煌的第
二个春天。一度沉寂的窑炉纷纷“苏醒”，磁灶窑火
越烧越旺，并迅速成为中国建陶产业主要聚集基地。

兴于南朝，发展于隋唐、五代，盛于宋元，衰于
明清，再盛于改革开放。一部磁灶陶瓷的千年发展
史清晰可见。

宋元时期，泉州港发展为“东方
第一大港”，海外贸易空前繁盛，陶
瓷与丝绸、茶叶成为大宗外销商品。

清乾隆版《晋江县志》有载：瓷
器“出磁灶乡，取地土开窑，烧大小
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

随着泉州港梯行万国的航船，
磁灶窑陶瓷远销东亚、东南亚、南
亚、西亚及东非等地，实现由普通的

“内销民窑”一跃成为宋元中国东南
沿海重要的以“外销为主、内销为
辅”的外销陶瓷生产基地，蜚声海内
外。

“磁灶陶瓷的外销，可以通过水
下考古和沉船的发现、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航线上的遗址遗迹、海外古
遗址的出土遗物等几方面的资料得
到证实。”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
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
栗建安研究员介绍，我国水下考古
事业建立以来，陆续发现一批宋至
清各时代的沉船遗址。其中，著名
的“华光礁Ⅰ号”沉船遗址及“南海
Ⅰ号”沉船的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
中，都发现大批磁灶窑的陶瓷器，表
明磁灶窑产品在外销陶瓷中具有很
重要的特色和地位。

此外，在日本、菲律宾、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均有发现出
土或传世的磁灶窑陶瓷器，更进一
步印证了磁灶古陶瓷走向世界的外
销历史。至今，在欧亚50多个国家
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均收藏有磁灶古
代陶瓷。

除了磁灶陶瓷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世界各地，磁灶制
陶技艺也远播海外。明代时期，磁灶陶瓷工匠把制造龙瓮的技
术传播到菲律宾，成为当地著名的一种工艺，他们称这种龙瓮为

“文奈”，在生活中广泛使用，并视为圣物。
清代，随着磁灶人下南洋、过台湾，也把磁灶陶瓷生产技艺

传到东南亚和台湾莺歌。以台湾为例，1805年，磁灶人吴鞍到
台湾莺歌设窑制陶，把磁灶的传统制陶技艺带到台湾，并传承发
展下来。时至今日，台湾莺歌陶瓷历经200多年的发展，从最初
的生产日用陶瓷到建筑陶瓷、工业陶瓷，再到如今大力发展工艺
陶瓷，在传统陶艺的基础上，加入创新元素，形成独特的创意陶
瓷文化，享誉海内外。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大批磁灶人转而生产、经营建筑陶瓷，品质享誉全
国。磁灶，迅速发展为福建省最大规模的陶瓷建
材生产基地和专业市场，并于 2006年被授予“中
国陶瓷重镇”荣誉称号。

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磁灶现有规模以上陶
瓷企业100多家，陶瓷产品除建筑外墙砖、琉璃瓦
外，还涵盖陶板、地板砖、工艺陶瓷等所有建筑陶
瓷类别。如今，磁灶的陶瓷企业不仅拥有世界最
先进的陶瓷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还不断通过实
施清洁能源替代、技术创新研发等实现建陶产业
绿色发展，并逐步实现产销一体化，传承了千年的
磁灶窑火越烧越旺。

在磁灶建筑陶瓷业发展的过程中，近 5万名
磁灶人外出经营建材生意，几乎掌握了全国三分
之一以上的陶瓷营销渠道，为磁灶建陶业建立起
庞大的供销网络。2000年起，随着磁灶现代陶瓷

制作工艺的提升和供销网络的不断完善，磁灶陶瓷再次走
出国门、走向世界，销往全国各地及中东、南亚、东南亚、美
国等地区。

从最早的低档外墙面砖加工、营销，到创办企业生产，
再到自主研发、创新工艺。通过不断的转型升级和产业结
构优化，磁灶建陶产业走出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全镇实
施了70多项陶瓷科技项目，有60家企业通过 ISO质量体系
认证，6个产品获省著名商标，近20项陶瓷产品先后被评为
全国建筑行业最高奖“鲁班奖”项目。全镇陶瓷品种繁多、
规格齐全，其中外墙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0%，是全国四
大建筑陶瓷生产基地之一。

2018年以来，磁灶镇携手行业协会成功举办 4届中国
（晋江）国际家装建材博览会，并推行“线下+云端”融合办
展新模式，累计接待海内外客商近 17万人次，签约金额
280.38亿元。展会的成功举办，推动了磁灶建陶产业的跃
升发展，也为磁灶实现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有效助力。

近年来，在“非遗”保护的背景下，磁灶地方政
府积极有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使磁灶窑得以原
真性、活态性保护，彰显出其特有的价值意义，在
新时代发展中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为做好古窑址保护，磁灶在全市率先成立镇
级文物管理委员会，形成市、镇、村、文物管理员的
四级文物管理网络，将文物保护工作机制延伸到一
线，发动村居力量，动员群众自觉保护文物，并组建
成立了“磁灶窑”志愿讲解员队伍。

“磁灶境内至今共发现南朝至明清的窑址26
处。其中，金交椅山窑址和土尾庵窑址、蜘蛛山窑
址、童子山窑址并称‘磁灶窑址’，2006年被国务
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磁灶镇宣传委
员许志文介绍，在持续做好古窑址保护的同时，镇
里通过申报非遗项目和传承人、建设传习所、推进
陶艺进校园、策划项目“走出去”等多项措施推动

磁灶窑陶瓷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不断推动“磁灶窑”
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升。

截至目前，磁灶镇已成功申报非遗代表性项目4项（磁
灶窑陶瓷烧制技艺、苏垵“黑茶古”烧制技艺、磁灶陶瓷雕
塑技艺、闽南红砖烧制技艺）、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6位、福建陶瓷艺术大师5位、福建陶瓷艺术名人2位、晋
江市工艺美术大师2位，并建设有传习场馆6处（磁灶窑陶
瓷烧制技艺传承基地、金交椅山窑址传承基地、泉州职业
技术大学“磁灶窑”传习所、传统陶瓷民间收藏馆、陶瓷文
创工作室、苏垵“黑茶古”传承体验馆），常态化开展磁灶陶
瓷技艺传承传播和文化交流活动。此外，“磁灶陶制夜壶”

“瓷造窑小风炉”获评晋江伴手礼，磁灶陶瓷烧制技艺被认
定为泉州市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磁灶陶瓷”获国家
地理商标认证。

“磁灶窑址（金交椅山窑址）成功入列世界遗产，为磁
灶文旅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助力。”磁灶镇副镇长人选乔
莉梦表示，下阶段，磁灶将持续用好“千年陶瓷发源地”的
优势，着力打造“磁灶窑”文化品牌，围绕陶瓷文创、古窑
址、陶瓷博物馆、陶艺体验基地等，开辟特色文化旅游路
线，推出陶艺体验旅游项目，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使之成为
推动磁灶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文化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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