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溪茶、德化瓷、永春
香开启外贸新征程，以独特魅力展现中国文化。

千年之后的今天，安溪铁观音再度扬帆踏上新
“丝路”，连接世界茶香通道。它以更繁盛的姿态进
入日本、东南亚等传统海外销售区，西进欧盟、美
国，北上俄罗斯，频频刷新出口新纪录。从低单价制
品走向中高端定制模式，安溪铁观音让越来越多的
外国消费者深深迷恋，也让中国茶文化在世界舞台
上熠熠生辉。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多次掀起“乌
龙茶热”，乌龙茶的广告在列车、地铁站、咖啡屋、剧
场休息室等场所比比皆是，而安溪铁观音在当地几
乎成为乌龙茶的代名词。1981年，日本乌龙茶的进
口量突破千吨，1996年后每年进口量超过万吨。

21世纪以来，安溪政企携手，以茶为媒，加快
安溪铁观音新一轮海外市场布局。茶企成功抱团登
陆欧美茶叶高端市场，泉州友城法国埃罗省与安溪
的“茶酒对话”传为美谈。2012年3月，安溪铁观音
同业公会旗下的八马、华祥苑、中闽魏氏等5家品
牌茶企在法国巴黎开设安溪铁观音欧洲市场营销
中心。如今，安溪铁观音已成为中国茶的一张“世界
名片”。

德化陶瓷同样绽放着耀眼的光芒。德化县委、

县政府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举办中国
瓷都德化陶瓷展览会，并组织企业走出国门参展，
德化瓷频繁出现在法兰克福、洛杉矶、纽约、米兰、
拉斯维加斯、东京等地的国际性展览。德化县倡导
企业将分公司开设到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及
时研发新产品，形成了传统瓷雕、出口工艺瓷、日
用瓷三大产品体系。德化陶瓷还登上了“国家名
片”，德化窑瓷器特种邮票、中国摩洛哥建交50周
年纪念邮票、中国马尔代夫建交40周年纪念邮票
都有德化瓷的身影。如今，德化瓷80%的产品销往
世界190个国家和地区，德化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陶
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今年1月至9月，德化
自营出口总额达到27.67亿元，同比增长11.78%。

永春如今已形成超过300家制香企业的产业集
群，制香从业人员3万多人。从上游的原材料供应、
到中游的产品研发生产，再到下游的销售，永春持
续完善香产业链，培育香产业集群。去年，永春香全
产业链产值达到132亿元。永春香以精湛的工艺、卓
越的品质和丰富的产品，赢得了国内外消
费者的广泛赞誉。一束束香从永春
出发，销往四面八方。统计显示，永
春香产品种类达 1000 多
种，覆盖全国所有

省市销售市场，并销往东南亚、日本、欧
洲等地。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永春香具
有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那里每销
售3根香，就有1根来自永春。

安溪茶、永春香、德化瓷，见证
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见证
了泉州与世界活跃的经贸、文
化往来，为泉州在海上丝
绸之路担当重要角色提供
了坚实的历史依据，
生动描绘刺桐文脉的

“海丝”印记。

新时代绽放中国魅力 茶瓷香踏上新“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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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泉”技艺

安溪茶、德化瓷、永春香

“泉州爆款”风靡海上丝绸之路
核心
提示

宋元时期，作为当时国内外进出口商品最大的
集散中心和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泉州
迎来了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

1087年，北宋朝廷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据《宋
会要辑稿》记载：“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
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醴之属，皆所
愿得。”

彼时，满载丝绸、陶瓷、茶叶、香料等货物的商船
穿梭于忙碌的刺桐港。其中，安溪茶、德化瓷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英语中茶的发音为“TEA”，闽南方言中

“茶”的发音为“TAY”，有学术观点认为，这两种相
似的发音或存在因商贸而起的关联。“安溪茶自古以
来就是‘一带一路’上重要的中国文化符号。”安溪县
茶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宋元时期，与安溪有贸易关
系的国家已达58个。当时，安溪的茶叶先集中到泉
州港，再装船运往世界各地，作为重要的出口商品，
安溪茶叶受到了海外众多国家的欢迎。

当时泉州的产茶盛景记录在了九日山摩崖石

刻中，“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男女携筐，采摘新茶”，
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人们采摘茶叶的场景；“斗茶而
归”更是体现了当时茶文化的盛行以及人们对茶
的热爱。

再观德化瓷，其发展历程在宋元时期便令人瞩
目。唐代，德化陶瓷产品主要供本地及邻县居民作
日常生活用具。北宋时期，德化陶瓷器由官府统一
收购，开始销往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南宋时期，德化
瓷器由荷兰人贩运至欧洲，广受当地贵族喜爱。意
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对德化瓷
赞不绝口：“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迪云州（德
化），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德化瓷以其洁白细
腻、造型精美而闻名于世，制作工艺十分复杂，需要
经过多道工序，包括选料、制坯、装饰、烧制等，其装
饰手法多样，有刻花、划花、印花、堆贴等。德化瓷的
烧制技术也非常高超，采用龙窑烧制，温度控制在
1300℃左右，使得瓷器质地坚硬，色泽洁白。宋元
时期，德化的瓷窑遍布城乡，从刺桐港扬帆起航驶

向海外的船只上，大多装着德化白瓷。宋末，贩运到
欧洲的瓷器价值可与黄金相等，且供不应求。

多项考古发现表明，宋元时期，德化瓷器就已
大量出口至海外。在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上发现
大量德化陶瓷；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宋代
沉船，出水大量宋代德化窑瓷器；1975年，在韩国
新安发掘南宋商船，出水1万多件宋代瓷器，其中
一部分是德化窑瓷器……它们见证了德化陶瓷在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影响。

除了茶与瓷，香料也是宋元刺桐港贸易的重要
商品，大量从国外进口的香料从这里源源不断登
岸。在后渚港宋代海船上出土了4700多斤的香料
药物，有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龙涎香、胡椒等。
专家认为，这艘古船很可能就是当时定居泉州的阿
拉伯人后裔蒲氏家族的香料船，与蒲家香业有密切
的联系。蒲氏便是将异国制香技艺落地泉州之人，
如今永春香的百亿产业早在宋元之时便在历史脉
络中种下了一颗芬芳的种子。

宋元时期海交繁盛 茶瓷香料各领风骚

当时间的指针走到明清时期，外贸传奇继续在
泉州上演。这个时期，安溪茶在东南亚大放异彩，德
化瓷惊艳世界各国，永春香以中外文明交汇之姿闪
耀登场。

明末清初，安溪所产茶叶80%运销海外，安溪
茶风靡欧洲。据史料记载，清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
（1858—1864），英国每年从安溪输入的乌龙茶达
到1000多吨。仅清光绪三年（1877）一年，英国输
入的乌龙茶就高达 4500 吨，其中安溪乌龙茶占
40%—60%。1869年至1881年是福建乌龙茶出口
的顶峰阶段，主要销往爪哇、暹罗、马尼拉、西贡
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其中出口到美国
的乌龙茶主要产自安溪等地。因此，19世纪被称
为乌龙茶风靡欧美时期。

自明末起安溪茶便在南洋风生水起，成为茶
行的镇店之宝。当时，随着在东南亚定居的闽南人
日益增多，茶叶这种日常消暑解渴的饮料在当地
逐渐流行开来。部分闽南茶商顺势而为，开始在南
洋一带经营乌龙茶生意。清乾隆年间，安溪西坪尧
阳人王冬勇闯越南，开设“冬记”茶行，并在越南

12个省开设分店；咸丰年间，安溪虎邱罗岩村人林
宏德配造“金泰”铁观音，由其子林诗国和林书国
委托新加坡的“荣泰号”茶行代理经销；光绪年间，
西坪尧阳人王量、王称兄弟在印尼雅加达开设“珍
春”茶行经销铁观音。20世纪初，侨居东南亚各国
的安溪人更是积极经营家乡的乌龙茶，安溪茶成
为畅销东南亚的“侨销茶”，更是连接海外华侨与
故土的重要纽带，承载着浓浓的乡愁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

德化瓷在明清时期发展迅猛，产品种类丰富多
样，畅销的日用瓷主要为杯、碗、碟、瓶、盘、盒、壶等。
明代的德化白瓷传到欧洲以后深受皇室贵族喜爱，
他们以拥有德化白瓷为荣。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
炯鑫说，特别是法国人对德化白瓷极为推崇，在他们
看来，德化白瓷代表了中国白瓷烧制的最高水平，给
予了德化白瓷很高的评价。德化瓷在中国外销瓷中
的地位突出，当时有35个国家和地区购买中国瓷
器，德化瓷器凭借着有利的商贸环境、地理条件和自
身高超的工艺水平，很快就成为中国外销瓷的主要
品类之一，并在以后盛烧不衰，名扬海外。

及至清代，德化陶瓷生产和外销都进入了鼎盛时期，
开发了釉下青花、釉上五彩和色釉等品种，以独树一帜的
民窑青花瓷而闻名遐迩。1999年，清代“泰兴号”沉船被
打捞出水，船上发现35万件德化青花瓷器，进一步证明
德化瓷的生产和外销在清代已达到全盛时期。

永春香，作为中外文明交汇的产物，在明清时期也
开启了辉煌篇章。永春香始于明洪武年间，1387年由在
泉的阿拉伯后裔蒲氏传入，距今有600多年历史。蒲氏
进入永春后，业务从原先的经营香料发展到制作篾香。
依托当地丰富的竹资源，蒲氏以细小的竹篾为骨，将异
域香料研成粉末后涂于篾骨，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永春
篾香。

蒲氏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永春的制香史
由此开启。永春香颇为讲究“手艺”，沾水打底、展香、抡
香、切香、染香、晒香、跺香……一尺长的永春香背后，经
历了十多道工序的层层叠加。蒲家祖传香方采用天然香
料和中草药配制而成，品种繁多，按香型可分为奇楠
香、沉香、檀香、兰花香等上百种，按形制则可分为竹
签香、盘香、塔香、香囊、香粉等。永春香以其独特
的香气和精湛的制作工艺，远销海外。

明清外贸传奇延续 精湛工艺名扬海外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文康浓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文康浓（（右一右一））20212021年走进安溪年走进安溪，，体验铁观音摇青体验铁观音摇青。。

明代明代““瓷圣瓷圣””何朝宗将中国白瓷雕塑艺术推到了巅何朝宗将中国白瓷雕塑艺术推到了巅
峰峰，，图为何朝宗瓷雕图为何朝宗瓷雕《《渡海观音渡海观音》。》。

白白、、细细、、薄薄、、润的德化瓷润的德化瓷

生态茶园郁郁葱葱生态茶园郁郁葱葱，，茶农采茶忙茶农采茶忙。。

香道等传统文化吸引年轻人香道等传统文化吸引年轻人（（陈小阳陈小阳 摄摄））

千年前，风起刺桐港，宋元中国的东南沿海“窗口”——泉州，成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大量承载中华文明的商品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走向世界。
这场盛大的商贸、文化交流，从宋元、明清延续至今。安溪茶、德化瓷、永春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它们的外贸历程中，我们能清晰地看见

泉州文化的蓬勃生命力，能看见一座跨越千年的“海丝”名城乘风远航的轨迹。
海上丝绸之路的风浪激荡，中华文化的博大深沉，都沉淀于一樽“中国白”德化瓷雕，一杯安溪香茗，一缕袅袅永春香中。泉州的历史和现实证明，

文明交流“向海而生”，能孕育出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融媒体记者 谢伟端 通讯员 潘菲菲 实习生 卢冰冰/文 （图片来源：本报资料图，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