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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东南海洋性瓷业格局的发展与变化

吴春明
厦门大学 历史系

,

福建 厦门

【内容提要 」陶瓷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手工业产品
,

中国陶瓷主要是通过海洋传播和影响

世界
,

我国海洋性瓷业 中心是浙
、

闽
、

粤
、

赣等东南沿海
。

环 中国海沉船瓷器和国内外陶瓷考古发现与研

究表明
,

东汉 六朝时期东南沿海青瓷业经济与贸易体系的雏形 已经形成
。

隋唐宋元时期东南青瓷
、

青 白

瓷
、

黑釉瓷等主要的海洋性瓷业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并向内陆腹地广泛辐射
,

海洋经济地带从东亚 岛弧地

带急剧扩张到印度洋两岸地区
,

华瓷经济与贸易体系逐步进入 了繁荣发展 阶段
。

明清时期 以东南青花

瓷为代表的海洋性瓷业持续发展
,

并伴随着东
、

西方海洋势力的变化消长
,

青花瓷的海洋辐射范围从印

度洋两岸推进到了大西洋两岸
,

凸显东南海洋瓷业 的强大生命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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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是万年以来人类文化的重要创造
,

大

约距今 一 年间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和

我国东部新石器早期文化中大致同时出现了世

界上最早的陶器作品
。

中国是古代世界陶瓷业

发展与对外传播的中心
,

约在距今 一

年间的龙山时代和商代
,

东南地区百越先民相

继发明了印纹硬陶和原始瓷
,

在此基础上发展

成为东汉
、

六朝时期江南青瓷这一世界上最古

老的瓷器品种
,

并在整个古代史上延续发展为

东亚瓷器工艺的主流形态之一
。

隋唐宋元时期

是我国瓷器工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
,

青瓷窑

业迅速扩展到大江南北
,

东汉出现的黑瓷和北

朝晚期出现的白瓷工艺在南北间获得不同程度

的发展
,

并逐步形成
“

南青北 白
”

的总体格局
,

在融合
、

发展过程中又形成青白釉
、

褐釉和红青

混合的钧釉等特色瓷种穿插其间
。

彩瓷是中国

瓷器发展到后期的时尚
,

唐宋时期 白釉下褐
、

棕
、

绿
、

青等单色彩瓷并不十分普及
,

但在元明

清时期青花瓷器几乎一统天下
,

即便晚明清代

锦上添花的三彩
、

五彩也不能撼动青花瓷器在

明清瓷国的统治地位
。

中国陶瓷丰富多彩的内涵在人类文化史上

占据重要的地位
,

中国陶瓷精湛的技术工艺也

持续领先于世界
,

并长期为远近诸番所仰慕
,

所

以中国瓷器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开始通过海洋

持续地对外影响和传播
,

海洋性瓷业分布的中

心是浙
、

闽
、

粤
、

赣等东南沿海地区
。

环中国海

历代沉船船货瓷器和国外考古发现的中国陶瓷

的研究表明
,

汉晋六朝时期
,

东南越窑的青瓷
、

黑瓷等就已经先后从海路传播到 日本列岛和东

南亚群岛
。

隋唐之际
,

华瓷开始大规模从海上

舶出
,

从环中国海的 日本列岛
、

台湾
、

菲律宾
、

印

尼群岛
、

马来半岛扩展到印度洋沿岸的印度
、

巴

基斯坦
、

斯里兰卡
、

波斯湾
、

红海
、

北非和东非各

地
,

浙江越窑
、

湖南长沙窑以及闽
、

粤等地的窑

口 的青瓷产品是海上舶出的最大宗商品
。

宋元

时期
,

华瓷的舶出达到了古代史上的高潮
,

瓷器

舶出地在隋唐的基础上
,

从环中国海到印度洋

沿岸各地的纵深区域发展
,

品种类型更加多样
,

瓷器的产地和舶出的数量激增
,

主要有浙江和

闽
、

粤沿海的龙泉窑系和仿龙泉窑的青瓷系
,

江

西景德镇青白瓷和闽
、

粤
、

赣
、

皖仿青 白瓷系
,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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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窑的黑瓷系
、

定窑的白瓷系
、

磁州窑的白地

黑花系等
。

明清时期
,

华瓷的海外贸易进人了

持续发展和变迁的阶段
,

由于洋船的东进
,

华瓷

舶出的地区从东亚岛国至印度洋沿岸间扩展到

北大西洋两岸
,

赣
、

闽
、

粤的青花瓷器成为海洋

输出的主要瓷器类型
。

古代东南外向型陶瓷的生产
、

集散
、

海上流

通和国外销售是一个巨大的海洋经济与贸易体

系
,

从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以我国东南沿

海为中心的环 中国海海洋社会
、

经济与文化圈

的构成和内在运作
。

我国古代外向型陶瓷在大

陆上的生产
、

运输依托着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
、

扩散到整个东部沿海地 区的广阔海洋经济腹

地
,

而其海外辐射范围也从环中国海逐步扩展

到印度洋
、

大西洋沿岸地带
。

因此
,

古代东南陶

瓷的生产和舶出不是一个简单的海上经济
、

海

外贸易问题
,

而是一个将陆
、

港
、

海三者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海洋性社会经济体系
。

一
、

东汉六朝海洋性

青瓷业产销格局的初现

东汉六朝时期的外向型瓷种主要是青瓷
,

较少黑瓷
。

考古调查发现的东汉青瓷手工业窑

址集中分布于浙江的上虞
、

宁波
、

永嘉
、

余姚和

苏南宜兴等地
,

尤其上虞的东汉青瓷窑址分布

密集
,

三国至六朝青瓷窑址扩散到江西
、

福建
、

广东
、

湖南
、

四川等地
,

但仍以浙江的青瓷窑址

数量最多
,

上虞
、

宁波
、

余姚
、

郸县
、

萧山
、

金华
、

永嘉
、

余杭
、

德清
、

吴兴
、

临海
、

绍兴
、

丽水
、

奉化

等地都密集地分布着吴晋六朝青瓷窑址
,

这些

青瓷窑址不少还兼烧黑釉瓷器
,

常见汉晋六朝

间不同程度地持续烧造的
,

有些延续到隋唐时

期还有生产
。 ①浙江以外散布的青瓷窑址只是

零星的
,

如江苏宜兴
、

江西丰城
、

福建福州
、

晋

江
、

湖南湘阴
、

四川成都
、

邓睐等
,

广东的南朝墓

中也有同时期的青瓷发现
,

一般认为也是当地

青瓷窑址的产品
。

可见
,

东汉六朝时期的青瓷
、

黑釉瓷两种瓷业主要分布于浙
、

苏
、

赣
、

闽
、

粤沿

海地带
,

形成一个在东南沿海连片分布的
、

相当

广阔范围的外向型陶瓷经济腹地
。

在环中国海的沉船遗址中
,

最早的船货瓷
· ·

器就是出 自这一外 向型陶瓷经济腹地的产品
,

这就是西沙北礁沉船群遗存中的六朝青瓷小碗

和六系罐
,

被认为是六朝时期广东窑的产品
,

稳

妥地说应是六朝时期浙
、

闽
、

粤沿海外向型产业

带出产的青瓷船货
。

而从这一初步的青瓷产业

地带向外展开的扇形的环 中国海岛弧上
,

也发

现了一批同时期对外输出的东南青瓷遗存
,

如

日本爱媛
、

奈 良等地分别发现了东晋
、

南朝的越

窑青瓷四系壶
,

印尼爪哇
、

加里曼丹
、

马来亚彭

亨等地也发现了不少同一时期的青瓷器物
,

被

认为是浙
、

闽
、

粤早期青瓷窑 口的产品
。 ②

连接东汉六朝时期的这个以青瓷生产为代

表的外向型经济地带和环中国海海洋世界的海

陆枢纽是番禺
、

东冶和会稽等东南沿海早期港

市
。

番禺港起源于商周
,

为南越人开建
,

西汉前

期为南越国都
,

西汉后期平南越为南海郡治
,

东

汉
、

孙吴时相继为交州
、

广州治所
,

并逐步发展

成为南方第一大港
。

《史记
·

货殖列传 》说
“

九疑
、

苍梧 以南至檐耳者
,

与江南大同俗
,

而

扬越多焉
,

番禺亦其一都会也
,

珠现
、

犀
、

袱帽
、

果布之凑
” ,

《汉书
·

地理志 》载
“

处近海
,

多

犀
、

象
、

毒冒
、

珠矶
、

银
、

铜
、

果布之凑
,

中国往商

贾者多取富焉
。

番禺其一都会也
。 ”

东冶本是

闽越国都
,

秦立闽中郡为治
,

汉为会稽郡下冶县

治所
,

汉唐 间一 直是东南沿 海 的重 要 口 岸
。

《后汉书
·

郑弘传 》载
“

建初八年
,

旧交趾七郡

献贡转运
,

皆从东冶泛海而至
。 ”

三 国时
,

故冶

县地置建安郡
,

《三 国志
·

吴书
·

孙亮传 》载
“

从建安海道
,

皆就合浦击交趾
。 ”

这些早期港

市在东南早期海洋经济带的构筑过程中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纽带作用
。

可见
,

东汉六朝时期青瓷产品在东南沿海

地区的生产形成了一个初步的产业带
,

相联系

的是这类产品在环中国海岛弧地带的初步的传

播
、

扩散
,

联系汉晋南朝时期以东南沿海东冶
、

番禺等早期海港为中心的四海航路和早期航海

开辟
,

这一系列经济现象绝不是孤立的
,

应反映

了一个内在关系密切的
、

海陆互动的经济体系

的初现
,

一个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
、

陆港海相连

的华瓷经济与贸易体系的雏形已经形成
。



二
、

唐宋时期东南青瓷
、

青白瓷业产销体系的扩张

隋唐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瓷器生产繁荣发

展的盛期
,

根据沉船与国外发现的材料
,

这一时

期流通海外的外向型瓷器的主要品种是各地的

青瓷系
、

青 白瓷系
,

黑釉瓷系
、

白瓷系
、

白釉黑花

系等也不同程度地纳人外销的渠道
。

考古发现

的这些外向型瓷系窑 口的密集分布区从浙江扩

展到东南沿海的福建
、

广东沿海和江西
,

外围的

湖南
、

河南
、

河北
、

陕西等十多个省区也有不同

程度的发现
,

每种瓷系的产地分布十多个县甚

至上百个县不等
、

窑址达数百甚至上千不等
,

充

分反映了隋唐宋元时期以外向型瓷业为代表的

海洋经济腹地的扩张
。

直接延续东汉六朝青瓷业的工艺传统和主

流格局
,

隋唐宋元东南瓷手工业和外销瓷的大

宗仍是青瓷系
,

尤以浙江越窑 一 龙泉窑系统的

青瓷为上
。

浙江不但是东汉六朝青瓷的故乡
,

还不愧是隋唐宋元青瓷的帝国
,

已经发现的以

越窑为代表的唐五代青瓷窑址分布于境内的上

虞
、

余姚
、

宁波
、

临海
、

金华
、

丽水
、

永嘉
、

温州
、

东

阳
、

诸暨
、

嵘县
、

仙居
、

庆元
、

吴兴
、

象山
、

郸县
、

奉

化
、

瑞安
、

黄岩
、

兰溪等二十余县市
,

以龙泉窑为

代表的宋元青瓷窑址分布于龙泉
、

云和
、

遂 昌
、

丽水
、

永嘉
、

庆元
、

杭州
、

临安
、

余杭
、

上虞
、

宁波
、

余姚
、

慈溪
、

郸县
、

临海
、

金华
、

瑞安
、

温州
、

东阳
、

兰溪
、

武义
、

诸暨
、

黄岩
、

嗓县
、

新昌
、

仙居
、

文成
、

泰顺
、

江山等三十余个县市
。

浙江的青瓷窑址

几乎 占据了同期全国瓷窑总数的半壁江山
,

上

述每个县市内的青瓷窑址都有数十至二
、

三百

处不等
。

福建
、

广东的青瓷窑址仅次于浙江
,

福

建晋江
、

南安
、

同安
、

厦门
、

漳浦
、

永春
、

宁德
、

闽

清
、

闽侯
、

连江
、

福清
、

德化
、

仙游
、

莆田
、

将乐
、

福

州
、

浦城
、

崇安
、

光泽
、

松溪
、

政和
、

建阳
、

建欧
、

泰

宁
、

建宁等二十多个县市
,

广东的广州西村
、

佛
山

、

三水
、

潮州
、

高明
、

新会
、

阳江
、

南海
、

南雄
、

封

开
、

惠州
、

番禺
、

惠阳
、

中山
、

澄迈等十多个县市
,

也有隋唐宋元时期的青瓷窑址密集分布
,

而且

都不同程度地继承本地六朝青瓷和模仿浙江越

窑 一 龙泉窑系统的工艺
,

同时还不同程度地兼

烧黑釉瓷器
。

在浙
、

闽
、

粤这个中心 区的外 围
,

江西丰城
、

九江
、

景德镇
、

乐平
、

临川
、

吉安
、

赣

州
、

安徽淮南
、

湖南湘阴
、

长沙铜官
、

四川邓味
、

山东淄博
、

河南曲阳
、

巩县
、

陕西铜川等地也有

一些青瓷窑址
。 ③隋唐宋元时期 以浙

、

闽
、

粤沿

海地区为中心的高度发达青瓷业
,

不可否认地

继承了东汉六朝时期初创的东南沿海外向型青

瓷业传统
,

也与隋唐宋元时期同样以浙
、

闽
、

粤

沿海为中心的环中国海海洋社会经济繁荣地带

相重叠
,

因而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
。

除了青瓷业外
,

隋唐宋元时期青白瓷系
、

黑

釉瓷系
、

白瓷系等也不同程度地发展并进人以

东南沿海为中心的环中国海海洋经贸圈
。

青白

瓷系源于江西景德镇窑
,

唐宋时期的景德镇窑

一直兼烧青瓷和 白瓷两种产品
,

宋元时期出现

介于白瓷和青瓷之间的影青瓷
、

青白瓷
,

其特征

是白中泛青
。

宋元时期青白瓷的产地集中在东

南的闽
、

粤
、

赣等省
,

主要有江西 的景德镇
、

南

丰
、

吉安
、

安徽繁昌
、

广东广州
、

潮州
、

福建浦城
、

崇安
、

政和
、

光泽
、

建贩
、

建宁
、

闽清
、

闽侯
、

莆田
、

仙游
、

安溪
、

德化
、

南安
、

泉州
、

漳浦
,

可见福建仿

景德镇的青 白瓷业后来居上
,

比江西还发达
。

黑瓷最早共出于东汉六朝时期江南的青瓷窑址

中
,

隋唐宋元时期闽
、

粤
、

赣的大部分青瓷窑都

兼烧黑釉瓷器
,

尤以福建建阳水吉的
“

建窑
”

黑

釉瓷盏著称
、

产量最大
,

仅在福建省 内就有浦

城
、

崇安
、

光泽
、

邵武
、

建阳
、

建贩
、

顺昌
、

南平
、

泰

宁
、

将乐
、

三明
、

尤溪
、

闽清
、

闽侯
、

福州
、

福清
、

连

江
、

宁德
、

德化
、

晋江
、

漳浦
、

长汀
、

宁化等二十多

个县的三十多个窑址中发现了
“

仿建
” ,

福建以

外的江西吉州
、

广东广州
、

河北磁县等宋元窑中

也有类似的仿建产品
。

白瓷起源于北朝
,

隋唐

宋元时期的白釉瓷器不仅产于北方的邢窑
、

巩

县窑
、

鹤壁窑
、

定窑
,

同样见于江南的景德镇
、

吉

安
、

德化
、

晋江
、

安溪等闽
、

赣窑址
。

此外
,

以河

北磁县磁州窑
、

江西吉安吉州窑为代表的白釉

褐花瓷系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 ④可见

,

隋

唐宋元时期不但青瓷窑业在东南沿海地区高度

发展
,

青白瓷
、

黑釉瓷业的发展也以东南闽
、

粤
、

赣地区为中心
,

甚至北方系统的白瓷业在东南

的闽
、

赣等窑址中也有不少仿烧
。

隋唐宋元时期东南青瓷
、

青白瓷
、

黑釉瓷等
· ·



窑场手工业迅速发展
,

超过了国内其他地区陶

瓷手工业的发达程度
,

其生产规模和产品总量

远远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求
,

其大部分陶瓷产

品应是输 出到海外市场 的
。

据《宋史
·

食货

志 》
、

《宋会要辑稿
·

蕃夷 》记载的包括东南瓷

器在内的货物输出地有南海
、

印度洋沿岸地十

多个海 国
, “

大食
、

古逻
、

阁婆
、

占城
、

渤泥
、

麻

逸
、

三佛齐
、

宝 同胧
、

沙里亭
、

丹流眉 等并通贸

易
,

以金银络钱
、

铅
、

锡
、

杂色帛
、

精粗瓷器
,

市易

香药
、

犀
、

象
、

珊瑚
、

唬拍
、

珠排
、

镇铁
、

髦皮
、

俄

帽
、

玛瑙
、

车渠
、

水精
、

番布
、

乌
、

苏木等物
” 。

赵

汝适《诸番志 》所列 的南宋时期交通海外 的

个国家中有 个番国与东南海商
“

博易用瓷

器
” 、 “

商人以 白瓷器
” 、 “

青瓷器等博易
” 、 “

青

白瓷器交易
” ,

最近的是菲律宾群岛上的麻逸
、

三屿
、

蒲哩噜和中南半岛的 占城
、

真腊
,

最远的

有东非的层拔
。

汪大渊《岛夷志略 》记载的元

代瓷器输出的番国有 处
,

除东洋的琉球
、

三

屿
、

蒲哩噜外
,

都是从南海到印度洋沿岸的西
、

南洋航路地 区
,

输 出这些地 区 的瓷器 品种有
“

瓷器
”

处
、 “

青瓷
”

包括
“

处州瓷
”

处
、

“

青白瓷
”

处
、 “

青白花瓷
”

处
,

主要是浙江
、

江西
、

福建的瓷器产品
。 ⑤周达观《真腊风土记 》

“

欲得唐货
”

中更 明确指 出
“

以唐人金银为第

一
,

五色轻嫌帛次之
,

其次如真州之铁撇
、

温州

之漆盘
、

泉处之青瓷器 ⋯⋯” , “

泉处之青瓷器
”

正与前述宋元闽
、

浙沿海的青瓷业繁荣发展的

中心地带吻合
。

隋唐宋元时期东南地区青瓷
、

青白瓷
、

黑釉

瓷等外向型瓷业的高度发达和大量外销
,

在以

东南帆船为代表的环中国海古代沉船船货瓷器

遗存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

除了辽宁绥中元代

沉船等个别沉船地点很可能与环渤海湾的国内

海洋贸易有关外
,

大部分的黄海
、

东海和南海隋

唐宋元时期沉船瓷器都具有海外贸易的性质
。

青瓷同样是这一阶段沉船瓷器的最大宗
,

而且

除西沙北礁
、

印尼爪哇等唐代沉船地点发现的

长沙铜官窑系的米黄釉青瓷产品外
,

珠海外伶

仃岛
、

荷包岛
、

西沙北礁
、

南沙郑和礁
、

永登礁隋

唐沉船和韩国珍岛
、

新安
、

宁波东门口
、

连江定

海白礁一号
、

泉州后清
、

法石
、

台山川山岛
、

珠海

蚊洲岛
、

西沙北礁
、

全富岛
、

南岛
、

南沙郑和礁
、

· ·

大现礁
、

南通礁
、

吕宋博利瑙
、

圣安东尼奥等宋

元沉船都有浙江越窑 一 龙泉窑系和闽
、

粤沿海

的仿越窑 一 龙泉系的青瓷
,

而且这些沉船瓷器

中的大部分是以该系统的青瓷为主的
。

此外
,

韩国新安
、

宁波东门口
、

台山川山岛
、

连江定海
、

泉州后诸
、

法石以及西沙
、

南沙等沉船地点的景

德镇和福建德化等仿景德镇的青 白瓷系
,

韩国

新安
、

宁波东门 口
、

连江定海
、

泉州后诸等沉船

地点的建窑系黑瓷
、

磁州窑和吉州窑系的白釉

黑褐花瓷器
,

也是这一阶段沉船瓷器的重要内

涵
。

而且与这些沉船青瓷
、

青 白瓷
、

黑瓷
、

白釉

黑褐花瓷相同的瓷器内涵在环中国海外围岛弧

带的 日本
、

菲律宾
、

印尼群岛
、

马来半岛和印度

洋沿岸的斯里兰卡
、

印度
、

巴基斯坦
、

海湾沿岸
、

北非
、

东非沿岸等广泛范围内都有发现
, ⑥充分

再现了中世纪东南瓷器海洋经济与贸易繁荣发

展的繁盛局面
。

伴随着以外向型的青瓷
、

青 白瓷
、

黑釉瓷
、

白瓷窑场手工业的高度发达为代表的东南沿海

海洋经济腹地的扩张
,

以及从东亚岛弧到印度

洋两岸广阔地带东南陶瓷的舶出为代表的环中

国海海洋经济带的大幅度扩张
,

作为连接这个

巨大的海洋经济贸易体系之陆上腹地与海洋王

国之纽带的东南港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

其中广州
、

泉州
、

福州
、

杭州
、

明州
、

广陵等港市

在东南海洋经贸体系的繁荣发展中扮演了关键

的角色
。

广州是两汉六朝的老港
,

直到唐宋更

为
“

多蕃汉大商
” 、 “

有蛮舶之利
” 、 “

通舶 出香

药
”

的第一大港 口
。

唐开元二年在广州设
“

岭

南市舶司
” ,

这是唐代国内唯一的市舶司
。

《新

唐书
·

地理志 》录贾耽《广州通海夷道 》记载了

广州与海外各国的航程
,

即从广州
、

屯 门山西

行
,

经海南岛东岸
,

过西沙
,

穿马六甲
,

越过印度

洋至阿拉伯世界
,

表明大唐帝国通西洋的海路

畅通
。

两宋政权同样重视广州通商贸易的门户

作用
,

重建市舶司
,

使广州又恢复至最大贸易港

的地位
。

唐宋时期福州和泉州的港市已经得到

一定的发展
,

福州港直接奠基于东冶故港
,

历代

均为福建政治
、

经济中心
,

王审知治闽国时十分

重视经营的甘棠港
,

一般认为其地就是福州或

邻近的闽东沿海
。

何乔远《闽书 》载
“
穆罕默

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
,

唐武德中来朝
,

遂传中



国
。

一贤传广州
,

二贤传扬州
,

三贤 四贤传泉

州
” ,

说明 自唐代起泉州 的港市成为中外文化

交流的重要枢纽
。

两宋时期
,

泉州 已发展成为

一个
“

有蕃舶之饶
,

杂货山积
”

的繁华港市
,

宋

元佑二年 年 设立福建路市舶司于泉州
,

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得以飞速发展
,

在两宋时期

已仅次于广州
,

南宋末与广州不相上下
,

元代顺

势发展为我 国第一大港
,

被马 可 波罗
。 称为世界最大的 良港之一

,

被摩洛哥旅行

家依宾拔都他 称为
“

世界最大海

港之一
” 。

隋唐广陵即扬州
,

是南北交通和物

流总汇
。

《国史补 》卷下
“

控荆
、

衡以沿泛
,

通

夷越之货贿
,

四会四达
,

此为咽颐
”

《唐会要
·

市 》载
“

广陵当南北大街
,

百货所集
” 。

隋唐扬

州成为东
、

西方海路朝贡和贸易内地的重要靠

泊港
,

也是江浙青瓷
、

丝货精品舶出海外的重要

集散地和使捷通道之一
。

唐末五代扬州遭致战

火的洗礼
,

加之扬州在海陆变迁中逐步远离海

口
,

港市功能从此衰落
。

宋元时期的杭州直接

承袭了先秦汉唐以来的于越国都
、

会稽郡治和

越州州治山阴 今绍兴 在钱塘江南岸的港市

功能
。

大运河开通后河
、

海相连的交通优势凸

显
,

成为江南丝货
、

瓷器等华货输出海外的重要

集散地
。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 年 杭州设立

两浙市舶司
,

成为东南沿海走航高丽
、

日本的重

要港市之一
。

宁波在隋代为越州
,

宋元相继称

明州
、

庆元
,

明初为明州府
。

五代以来扬州的衰

弱更成为明州港发展的契机
,

北宋端拱二年

年 在杭州市舶司下辖明州市舶务
,

至元十

四年 年 设庆元市 舶 司
,

至元三 十 年

年 裁撤杭州市舶司并人庆元市舶司
,

使

宁波港在宋元时期有 了空前的发展
,

成为
“

南

通闽广
,

东接 日本
,

北距高丽
,

商舶往来
,

物华丰

溢
”

的海外贸易大港
。 ⑦隋唐宋元时期的广州

、

泉州
、

福州
、

庆元
、

广陵等东南港市交替发展
,

在

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中世纪环中国海海洋经济

与贸易体系的繁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对东南外向型的以青瓷
、

青 白瓷窑场手工业为

代表的腹地经济的海洋联系
、

对于环中国海岛

弧和印度洋沿岸广阔的海洋世界从中国舶来精

美的陶瓷商品
,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集散和纽带

作用
。

可见
,

隋唐宋元时期以东南沿海为 中心 的

海洋经济贸易体系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

以东南

外向型陶瓷的生产为代表的海洋经济腹地大规

模扩张
,

海洋经济不同程度地辐射到东南 以西
、

以北地带
,

湖南长沙铜官窑的青瓷
、

河北磁县磁

州窑的白釉黑花瓷等产品相继外销
,

其生产也

受到了海洋世界的推动和制约
。

同时
,

东南越

窑 一 龙泉窑系青瓷
、

景德镇窑系青 白瓷
、

建窑系

黑釉瓷等主要的外向型陶瓷的生产规模急剧扩

大
,

单一产品常常出产于几十个县市的儿十甚

至一
、

二百个窑 口
,

凸现海洋经济与贸易的超大

总量
。

海外市场也大规模扩张
,

海洋经济地带

从东亚岛弧地带扩大到了印度洋两岸地区
。

处

于陆上腹地与海洋世界中间环节的东南港市也

进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

广州
、

泉州等相继成

为东亚乃至古代世界最大海港的行列
,

成为东

南陶瓷海洋传播的重要枢纽
。

换句话说
,

隋唐

宋元时期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华瓷经济与贸易

体系逐步进人了繁荣发展的鼎盛期
。

三
、

明清青花瓷业海洋经济与

贸易格局的变化

明清时期是我国瓷器生产与对外输出的重

要变革时期
,

唐宋时期东南青瓷
、

青 白瓷
、

黑釉

瓷和 白瓷等单色瓷产业从总体上处于衰落过程

中
,

其地位被起源于唐宋
、

成熟于元代
、

繁盛于

明清的白釉下青花瓷器所取代
。

斗彩
、

五彩
、

珐

琅彩
、

粉彩等彩瓷器赋予明清瓷器以绚丽多彩

的现象
,

但明清瓷器产业的绝对主流是青花瓷
。

景德镇是唐宋时期的陶瓷重镇之一
,

元代景德

镇湖田等窑址创烧白地钻蓝色彩绘的青花瓷
,

成为瓷器釉下彩发展的最高阶段
。

青花瓷这种

新兴的瓷器品种迅速成为明清时期我国
、

乃至

整个东亚地区瓷器手工业的主流
,

隋唐
、

宋元时

期曾在东南各地盛行的青瓷
、

青白瓷
、

黑瓷等传

统外向型瓷器手工业窑场迅速衰退
,

虽还有不

同程度的延续生产
,

但质量和产量大不如前
。

尤其是明代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宫廷御器厂
,

促

进了景德镇青花瓷器工艺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

也带动了民众对青花瓷器的青睐和民窑青花瓷

业的加速发展
。

嘉靖《江西大志 》
“

陶书
”

说
,

明
· ·



代青花瓷器
“

自燕云而北
,

南交趾
,

东际海
,

西

被蜀
,

无所不至
,

皆取于景德镇
,

而商贾往往谋

大利
”

而且民窑的青花瓷工艺也源于官窑
,

明

代兰浦《景德镇陶录 》卷五说
, “

崔公窑
,

嘉隆间

人
,

善治陶
,

多仿宣成窑遗法制器
,

当时以为胜
,

号其器 曰 崔公窑瓷
,

四方争售
” , “

为 民窑 之

冠
” 。

由于官窑的发展
,

民窑的扩大
,

景德镇因

此成为明清瓷都
,

明清青花瓷的工艺中心
。 ⑧

在明代早期的朝贡贸易体系中
,

以景德镇

为代表的青花瓷器通过各种方式大量输出到海

外
,

尤其是郑和下西洋期间东南瓷器在西
、

南洋

航路上的走俏仍然延续了宋元时期的局面
。

巩

珍《西洋番国志 》
“

爪哇 国
”

条记载
“

国人最喜

青花瓷器并赓香
、

花绣
、

纷丝
、

硝子珠等货
” ,

占

城
、

锡兰条下也有类似 的描述 马欢《壕涯胜

览 》
“

爪哇国
”

也说
“

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
”

费信《星搓胜览 》所记与我 国有瓷器贸易的国

家有 处
,

其中瓷器和青花瓷器有 处
,

其余

处为青瓷和青 白瓷器
。

随着外销 的推进
,

青

花瓷器皿在国外社会生活中也逐步取代了传统

的青瓷
、

青白瓷种
,

相继 占据主流地位
,

而且晚

明以来随着葡
、

西
、

荷
、

英
、

法
、

瑞
、

美等欧美洋船

相继突人环中国海贸易圈
,

以东南青花瓷器为

代表的华瓷海洋贸易圈从印度洋扩展到大西

洋
,

被大量贩运到欧美各国
。

据有关记录统计
,

明清时期欧洲各国商船运走的中国瓷器数量十

分庞大
,

如 年经中美洲阿卡普尔科往西班

牙的两艘马尼拉帆船就运载有 万多件中国瓷

器 年荷兰人在南海柔佛海面劫走的葡萄

牙商船
“

圣
·

凯瑟琳娜
”

号上

获得了 万件瓷器
,

被拉到阿姆斯特丹拍卖
,

年荷印公司 新
“

毛里求斯
”

号商船从巴

达维亚运走了近 万 千件中国瓷器 年度数

字方面
,

年巴达维亚总督写信给荷印公司

董事会的信中报告将运 回中国瓷器 万件

年 艘荷印商船运 回中国瓷器 万余件

的中国瓷器 广州 口岸方面
,

年间英国从

广州运走瓷器 箱
、

荷兰 箱
、

瑞典

箱
、

丹麦 箱
、

年英国从广州运走

瓷器 吨
、

荷兰 吨
、

法国 吨
、

瑞典
吨

、

丹麦 吨
。 ⑨明清华瓷风靡欧美

,

是东南瓷

业海外贸易格局的一个重要变化
。

· ·

欧美世界对中国青花瓷器的大量需求
,

给

东南青花瓷器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市场
,

这个市

场的需求总量是前所未有的
,

无疑极大地刺激

了东南外向型青花瓷业的发展
。

就是在这个海

外市场扩展的背景下
,

明代中后期以来
,

以明清

景德镇窑业为楷模的青花瓷手工业迅速扩展到

东南沿海
,

在闽粤沿海出现了大批仿烧景德镇

青花瓷的窑场手工业
。

尤其是福建沿海
,

经考

古调查的明清时期青花瓷窑在闽江流域中上游

的浦城
、

政和
、

武夷山
、

光泽
、

建阳
、

南平
、

屏南
,

以及闽南沿海晋江
、

九龙江流域的永春
、

德化
、

安溪
、

南安
、

厦门
、

漳浦
、

长泰
、

华安
、

南靖
、

平和
、

诏安等 多个多个县发现 了数百处
,

其中安

溪
、

德化等县就分别发现了百处以上的青花窑

址
,

充分显示出明清时期青花瓷器在福建沿海

陶瓷手工业中的主导地位
。

邻近的广东沿海揭

阳
、

饶平
、

兴宁
、

大埔
、

平远
、

惠来
、

惠东
、

海丰
、

廉

江
、

罗定
、

始兴
、

博罗
、

佛山等十多个县也发现了

类似的明清青花瓷窑 口
。

闽粤沿海的明清青花

瓷业既有本地传统瓷业工艺的继承发展
,

但更
多的是接受了来 自明清瓷都景德镇的影响

。 ⑩

景德镇瓷业素有
“

工匠来八方
,

器成走天下
” ⑧

的传统
,

明代中叶以后 由于青花瓷器海外市场

的不断扩大和闽粤沿海的海洋通商之便
,

吸引

了大量景德镇窑工前来开窑制瓷
,

所以闽粤的

青花瓷与景德镇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

以至于闽

粤青花瓷器的造型
、

纹饰等主题都可 以找到模

仿景德镇的影子
,

而因原料等的不同
,

在胎
、

釉
、

青花色泽等内容上略有差别
。

因此
,

明代 中晚

期以后的闽粤赣地区的青花瓷窑业实际上是一

个共同的社会文化体系
,

而维系这个体系的纽

带应主要是海外巨大的瓷器市场对中国东南的

拉动力
。

所以
,

景德镇和闽粤沿海的青花窑址

中都出现尸批器型和纹饰专门满足国外社会生

活需要的外销品种
,

甚至洋船还带来了欧洲市

场所需器皿的样品送到景德镇的窑场去订单生

产
。

尤其是清代英
、

法
、

荷
、

丹
、

瑞等国在广州设

立商行后
,

多直接向景德镇等窑场送去欧洲所

需瓷器的木制
、

陶制或图画的订货货样
。

景德

镇民窑青花瓷器除部分满足国内社会生活需求

外
,

大量通过赣江 一 北江间的水陆通道运输到

广州或爬山越岭运到漳州月港集散
,

先后通过



中外帆船运往西
、

南洋和西欧各国
。

闽
、

粤沿海

的明清青花瓷窑场手工业的海洋文化色彩更加

鲜明
,

尤其是闽南沿海的青花瓷器先后通过九

龙江 口的漳州月港
、

厦门港运输到北洋
、

东洋和

西南洋各地
,

并由洋船接舶到欧美各地
。

总之
,

明清时期以闽
、

粤
、

赣三省青花瓷产业的发展
,

延续了东南沿海历代外向型瓷器手工业体系
,

是明清时期东南海洋社会经济体系的组成部

分
。

明清时期的华瓷沉船数量激增
,

就是东南

外向型青花瓷窑场手工业发展的一项重要证

据
。

除了 日本獭户内海友岛
、

浙江宁波象山
、

连

江定海白礁二号
、

澎湖将军一号
、

海南文昌宝陵

港
、

西沙北礁
、

全富岛
、

珊瑚岛
、

南沙洲
、

南岛
、

北

岛
、

东岛
、

金银岛
、

南沙郑和礁
、

道明礁
、

福禄礁
、

大现礁
、

皇路礁
、

南通礁
、

越南海岸富国岛
、

昆仑

岛
、

泰国湾帕塔亚
、

西昌岛
、

科拉德
、

印尼斯特霖

威夫司令礁
、 “

泰兴
”

号
、

马六 甲海峡
“

皇家南

海
” 、 “

龙泉
” 、 “

宣德
” 、 “

南洋
” 、

菲律宾皮托加

拉
、

皇家舰长暗沙二号
、

潘达南等众多明清时期

的东南帆船沉址外
,

还有大西洋
、

印度洋和太平

洋的广阔水域的四十多处与明清青花瓷器交易

有关的欧美洋船沉址
。

这一时期的东南帆船与

大量的欧洲洋船沉址上占绝对优势的是景德镇

窑系
、

仿景德镇的漳州窑系和闽粤沿海的民窑

青花瓷器
,

少量龙泉窑和仿龙泉窑系的青瓷产

品
。

正如前节所述
,

据欧洲各国有关档案
,

这些

洋船中的许多就是满载东南瓷器离开广州或马

尼拉
、

巴达维亚等远东货物集散地的
。

此外
,

近

到环中国海 的 日本
、

菲律宾
、

越南
、

泰国
、

新加

坡
、

印尼
、

马来西亚
,

远到印度洋两岸的印度
、

斯

里兰卡
、

伊朗
、

阿富汗
、

土耳其
、

埃及
、

索马里
、

坦

桑尼亚
,

以及葡萄牙
、

荷兰
、

西班牙
、

英国
、

法国
、

德国
、

瑞典
、

丹麦
、

比利时
、

格鲁吉亚
、

俄罗斯
、

美

国等近古以来中国帆船和欧洲洋船航迹所到之

处
,

陆上考古发现中也都广泛
、

大量地发现了明

清东南青花瓷器
。 ⑩可见

,

到了明清时期
,

以青

花瓷器海外市场为代表的东南沿海海洋经济文

化体系较之前代获得了巨大的扩展
,

东南海洋

经济的海洋辐射力几乎遍及有人类居住的世界

五大洲
。

从沉船考古资料来看
,

正是中国东南

帆船和欧美洋船所共同编织的近古远东海洋贸

易网络将这些精美的东方青花瓷器传送到世界

各地
。

明清时期赣
、

闽
、

粤青花瓷窑场手工业的发

展代表了具有千百年历史的东南海洋社会经济

之陆上腹地的持续发展
,

并伴随着东南海洋社

会经济体系之海外市场的巨大扩张
,

而处于这

两个陆
、

海经济带之中间环节的明清东南港市

在发展变化之中继续发挥重要的集散与纽带作

用
。

明清时期正值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衰退与资

本主义经济萌芽
、

闭关锁国的保守主义与西方

人侵的殖民势力持续较量
,

在这一矛盾的时代

背景下的明清王朝海洋政治一直摇摆于禁海与

开海的不定变局中
,

明清东南港市的发展
、

变化

受到了这一背景的深刻制约
。

这一时代东南港

市发生的主要变化是
,

局限于朝贡贸易的传统

港市在短暂繁荣后逐步衰退
,

而私商势力逐步

强大
、

私商 口岸在海洋社会经济巨大利润的诱

惑下相继顽强地活跃于东南沿海
,

并直接带动

了东南沿海诸港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发展
。

①明

清时期以景德镇窑系的青花瓷器为代表的海洋

性瓷器的对外输出主要是通过粤海港市集散
、

中转
。

明代广州是通占城
、

逞罗
、

西洋诸国的朝

贡港
,

据《明史
·

食货志 》
, “

洪武初
,

设于太仓

黄渡
,

寻罢
。

复设于宁波
、

泉州
、

广东
。

宁波通

日本
,

泉州通琉球
,

广州通 占城
、

退罗
、

西洋诸

国
” “

永乐 三年
,

以诸番贡使益多
,

乃置释于

福建
、

浙江
、

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
。

福建 曰来

远
,

浙江曰 安远
,

广东 日 怀远
。 ”

广州港市在很

长时间内垄断了西
、

南洋航路上的朝贡贸易
,

甚

至在嘉靖二年 年 还一度废除闽
、

浙市舶
司

, “

俱在广州
,

设市舶司领之
” , 。成为控制东

、

西洋朝贡贸易的唯一港 口
, “

广州传播往诸番
,

出虎头门
,

始人大洋分东西二路
,

东洋差近
,

西

洋差远
。 ” ⑧同时违禁下海通番的私商港市在珠

江 口 的屯门
、

浪白澳及闽粤间的南澳等地兴起
,

这些昔 日荒芜的小岛一时成为海陆货物的集散

地和私人海上贸易的重镇
,

并引起了西方早期

殖民者的垂涎
,

正德年间
,

葡萄牙使臣与中国发

展通商关系的要求遭到明王朝拒绝后
,

葡军就

短暂占领了屯门
、

浪白澳等地
,

试图占据通商之

利
。

私商的大规模违禁下海通番
、

欧洲洋船的

不断进逼
,

迫使明王朝首先废止了广东海禁
、

改
· ·



革朝贡贸易体制
,

据《明世宗嘉靖实录 》卷一

六
,

嘉靖八年 巧 年
“

令广东番舶例许通市

者
,

毋得禁绝
” ,

对于海外商船一律征榷关税放

行
,

葡
、

荷
、

英等欧洲洋船相继靠泊广州港
。

清

初短期禁海平台后
,

康熙二十三年 年 就

废除海禁
, “

令 出海贸易 ,’以彰富之治
,

得 旨开

海贸易
” ,

并在广州
、

漳州 雍正六年即 年

移厦门
、

宁波
、

云 台山分别设置粤
、

闽
、

浙
、

江

海关
,

海外贸易迅速恢复
, “

商船交于 四省
,

偏

于占城
、

逞罗
、

真腊
、

满喇加
、

渤泥
、

荷兰
、

日本
、

苏禄
、

琉球诸国
’, 。 ⑥推动了广州等东南海港在

与欧洲洋船势力的直接和间接贸易中朝着近代

港市的方向发展
。

乾隆二十二年 年 清

政府因英国商人
“

洪仁辉事件
”

而再度关闭了

闽
、

浙
、

江海关
, “

嗣后 口岸定于广东
” , “

止许在

广东收泊贸易
” 。 ⑩广州成为独 口通商 口 岸后

,

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
,

港市地位和功能

远远超过了东南沿海其他海港
,

英
、

法
、

荷
、

丹
、

瑞等国相继在广州设商行
,

经营包括东南瓷器
、

丝织品
、

茶叶等中国商品
,

广州以环中国海第一

港市的地位长期垄断了西
、

南洋与亚欧航路贸

易
,

直到鸦片战争后的五 口通商
。

②明清时期

以闽南漳州窑
、

德化窑青花瓷为代表的海洋性

陶瓷的对外输出主要是通过闽海港市的集散和

中转
。

明初泉州
、

福州老港维持着朝贡贸易港

的地位
,

洪武年间设市舶司于泉州
,

成化八年

年 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至福州
,

为明朝

通琉球的朝贡贸易正 口
, “

琉球国往来使臣
,

俱

于福州停住
” 。

明代 中叶以后泉州
、

福州的港

市地位迅速很快衰落
,

私商港市主要繁盛于九

龙江 口
,

首先是漳州龙海海澄月港兴起
,

私商海

外贸易屡禁不止
,

成为明代中晚期福建最重要

港 口
。

《明世宗嘉靖实录 》卷一五四 “

漳民私

造双桅大船
,

擅用军器火药
,

违禁商贩
”

《天下

郡国利病书 》卷九六
“

时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

船
,

往来逞罗
、

佛郎机诸国
,

通易货物
”

卷一百

二十
“

正德十二年 巧 年
,

广东 有司 自

是将安南
、

满刺加诸番舶尽行阻绝
,

皆往漳州府

海面地方私 自驻扎
,

于是利归于闽
,

而广之市萧

然矣
” , “

市舶官吏公设于广东者
,

反不如漳州

私通之无禁
”

《嘉靖东南平楼通录 》语
“

闽人

通番
,

皆自漳州月港出洋
” 。

继嘉靖平定后
,

明
· ·

王朝不得不于隆庆元年 年 准许月港开

禁
,

获得合法地位的月港海外贸易更加繁盛
,

“

于是五方之贾
,

熙熙水 国
,

剖赊艘
,

分市东西

路
。

其捆载珍奇
,

故异物不足述
,

而所贸金钱
,

岁无虑数十万
。 ’, ⑩一时间月港的通商辐射遍及

海外诸邻
,

张燮《东西洋考 》所录的月港海外贸

易达西
、

南洋海域的交趾
、

占城
、

逞罗
、

下港
、

柬

埔寨
、

大泥
、

旧港
、

麻六 甲
、

哑齐
、

彭亨
、

柔佛
、

丁

机宜
、

思吉港
、

文郎马神
、

迟闷
,

东洋的 吕宋
、

苏

禄
、

猫里务
、

沙瑶
、

呐哗
、

美洛居
、

文莱
、

鸡笼
、

淡

水
,

以及 日本
、

荷兰
。

康熙二十三年 年

开海后
,

清政府在漳州设闽海关
,

成为东南沿海

四大通商港市之一
。

月港衰落后
,

厦门的港 口

地理优势突显
, “

据泉漳之交
,

扼台
、

澎之要
,

为

全闽之门户
,

番舶之所往来
,

海运之所出人
” ,

明末清初郑氏的经营也推进了厦门港 口 的发

展
, “

凡中国各货
,

海外 皆仰资郑氏
,

于是通洋

之利
,

惟郑氏独操之
” 。

雍正六年 年 闽

海关由漳州移至厦门
,

成为清代前期合法的通

商四 口之一
, “

贩洋贸易船只无分大小
,

络绎而

发
,

只数繁多
”

港 口辐射环中国海各地
,

成为

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海洋贸易集散地
, “

大小帆

墙之集凑
,

远近贸易之都会也
,

自担门东渡黑洋

至于台湾
,

上接沙埋
,

下连南澳
,

据十闽之要会
,

通九译之番邦
” , “

服贾者以贩海为利效
,

视汪

洋巨浸如枉席
,

北至宁波
、

上海
、

天津
、

锦州
,

南

至粤东
,

对渡台湾
,

一岁往来数次
。

外至 吕宋
、

苏禄
、

实力
、

噶喇巴
,

冬去夏回
,

一年一次初则获

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
,

故有倾产造船者
。 ” ⑩ ③

虽然明清时期浙江海洋性瓷业处于衰退过程
,

但包括瓷器外销在内的海洋经贸体系并未完全

终结
。

在浙海港市方面
,

明代前期宁波老港维

持着朝贡贸易正 口 的地位
,

《明史
·

食货志 》
,

洪武年间市舶司
“

设于宁波
、

泉州
、

广东
。

宁波

通 日本 ⋯⋯”

永乐年间又在宁波设
“

安远释
”

接待来 自日本的贡使
。

此时与闽
、

粤沿海私商
口岸繁荣之势遥相呼应的是

,

宁波海外的双屿

港跃然浙东沿海
,

很快成为海禁后江浙沿海走

私通番的据点
,

浙海私商为拒抗禁海
,

多逃聚双

屿
,

通西南洋
、

接 日本
,

经营大规模的走私贸易
。

夏燮《明通鉴 》卷九五说
,

明初包括来 自葡萄

牙
、

日本的海商在内的中外私商集结达万人以



上
,

屡禁而不止
,

直到嘉靖二十七年 年

被朱纵捣毁
。

康熙二十三年 年 开海设
四 口通商

,

其中宁波设浙海关
,

宁波海外贸易迅

速恢复
,

商船达于东海
、

南海各国
,

港市再度繁

荣
。

从总体上说
,

虽然 明清港市格局发生 了一

系列重要的变化
,

但这些变化并不影响以青花

瓷器的生产和输出为代表的明清东南海洋社会

经济体系发展
、

壮大的大局
,

东南港市始终摆脱

不了沟通
、

联结东南地区海
、

陆社会经济的纽带

作用
。

总之
,

明清时期以东南沿海为中心 的海洋

社会经济体系虽然遭遇了中原王朝持续的限制

性海洋政治的强力制约
,

仍顽强地发展
、

壮大
。

以景德镇窑和仿景德镇窑系的青花瓷为代表的

海洋性瓷业持续发展
,

对外辐射的空间范围更

加广阔
,

从印度洋两岸推进到了大西洋两岸
,

表

明千百年来形成
、

发展的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
、

以华瓷产品为代表的海洋社会经济内涵的强大

生命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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