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论福建德化古瓷
———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杨卓轩

　　提　要：德化窑是民窑之一，明清时期达到繁荣鼎盛，其中尤其以何朝宗为代表制作的德化白瓷享誉世界，
被称为 “中国白”。德化瓷器具有质地纯净坚硬，色泽明亮洁白的特点，深受国内外欢迎。德化瓷器外销也有悠

久的历史，遍及亚洲、非洲、欧洲，在国际贸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为推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互鉴做出重要的

贡献。福建古志中对德化窑和德化瓷器、德化瓷外销情况、何朝宗等瓷雕艺术家和制瓷工匠对德化窑的历史地

位与影响等均有详细记载，是研究德化窑和德化瓷器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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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位于福建省中部，历史上隶属泉州府管辖。德化窑是中国古代南方著名瓷窑，因窑址位

于德化县而得名。德化窑是福建具有代表性的瓷窑之一，据考古资料证实，德化窑自新石器时代

晚期至商周时期就开始烧造陶器，发展于宋元时期，兴盛于明清时期，尤以明代的白瓷最富有特

色。① 由于原材料配方不同以及窑变现象等原因，产生了不同的白瓷瓷种，主要瓷种有 “孩儿

红”（白中闪红）、“象牙白” （白中闪黄）、“猪油白” （白润如脂）等，被称为中国白瓷的代

表。② 特别是以何朝宗为代表的瓷塑艺术家所创作的瓷雕，成为德化白瓷精品。伴随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的盛行，德化瓷器成为我国主要外销瓷器之一，见证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古今中外对德化古瓷的研究和评述众多。目前发现最早记载德化白瓷的著作是唐末五代时期

颜化 的 《陶业法》。③ 清 《稥雅》云： “今德化所出白瓷花盆，瓷质雪白，价廉而式样不

俗。”④ 清 《景德镇陶录》载道：“自明烧造，本泉州府德化县……称白瓷，颇滋润，但体极厚，

间有薄者，惟佛像殊佳。”⑤ 民国 《饮流斋说瓷》载：“后制者出德化，色甚白，而颇莹亮，亦

名福窑……白者颇似定窑，惟无开片，佳者瓷质颇厚，而表里能映见指影焉，以白中闪红者为

贵。”⑥ 近几十年来，国内一批专家学者对德化窑和德化古瓷的研究从实践到理论不断有新的

成果。宋伯胤 《谈德化窑》，主要论述了德化古瓷的形制、釉色、技法、装饰工艺等。⑦ 冯先

铭 《中国陶瓷》对德化窑的胎釉特征、器物类型、装饰技法都做了详细阐释。⑧ 朱培初 《明清

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对德化白瓷外销的状况有详尽记述。⑨ 此外，耿宝昌、涂华主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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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５６—１６６页。



“中国古代名窑系列丛书”中 《德化窑》① 和陈万里 《调查闽南古代窑址小记》② 等也从不同层

面记述了德化白瓷。英国古陶瓷研究专家唐·纳利 （ＰＪＤｏｎｎｅｌｌｙ）所著 《中国白———福建德

化白瓷》③ 被称为第一部研究德化 “中国白”（ＢＬＡＮＣＤＥＣＨＩＮＥ）的百科全书式专著。④ 纵观
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著作，我们发现系统利用地方志资料来佐证德化古瓷的不太多。翻阅福建

古志，其中有大量关于德化窑和德化瓷器的详细记载，大可作为研究德化窑和德化瓷器的文

献资料。

一　古志关于德化窑古瓷器的记述
德化窑地处戴云山腹地，瓷土资源丰富，水源充足，交通运输方便，是烧制瓷器的理想之

地。五代时期，德化窑规模较小，烧造产品多呈黄褐色，也产青瓷；宋代开始有了突飞猛进的进

步，尤其是白瓷烧造工艺和釉色俱佳，成为中国白瓷南方生产中心；元代随着靠近德化的泉州港

复兴，德化白瓷远销海外；明代则是德化窑陶瓷生产高峰期，工艺水平和规模都达到空前高度，

德化瓷成为当时全国制瓷手工业代表性的品种。⑤ 清代中晚期，德化白瓷产量减少，质量下降，

其主流地位被青花瓷所代替。⑥

（一）古志记载的德化窑概况

德化窑以福建泉州德化县为中心，窑址密布四周。明代德化属泉州府，清初划属永春直隶

州，明清福建地方志相关记载详见下表。

表１　明清福建地方志关于德化窑分布的记载

朝代 地区 记载内容 资料出处

明弘治 泉州府 白瓷器出德化县
弘治 《八闽通志》卷２６《食货
物产·泉州府货之属》⑦

明万历 泉州府
……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

白可爱

万历 《泉州府志》卷 ３《风
俗》⑧

清 泉州府
碗青，金门、古湖、琼林掘井口取之，江

西景德镇及德化、宁德各窑所需

乾隆 《泉州府马巷厅志》卷 １２
《物产·货之属》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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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叶文程、林忠淦、陈建中：《德化窑》，耿宝昌、涂华主编：《中国古代名窑系列丛书》，江西美术出版

社，２０１６年。
参见陈万里：《调查闽南古代窑址小记》，《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７年第９期。
参见 ［英］唐·纳利著，吴清龙译：《中国白———福建德化瓷》，福建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参见杨连彬：《德化窑与德化瓷研究略说》，《福建文博》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参见张卫红、孙黎生：《瓷中明珠 如脂似玉———武汉博物馆藏明清德化窑白瓷鉴赏》，《收藏家》２０１４年第
１２期。
参见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４２页。
参见陈道修，黄仲昭纂：弘治 《八闽通志》卷２６《食货物产·泉州府货之属》，明弘治四年 （１４９１）刻本。
参见阳思谦修，黄凤翔、林学曾纂：万历 《泉州府志》卷３《风俗》，万历四十年 （１６１２）刻本。
参见万友正修纂：乾隆 《泉州府马巷厅志》卷１２《物产·货之属》，光绪十九年 （１８９３）刻，乾隆四十二
年 （１７７７）刊本。



（续表）

朝代 地区 记载内容 资料出处

清 永春州

磁器，泥产山中，穴而伐之，额而出之。

《旧志》

乾隆 《永春州志》卷１７《物产
器用之属》①

观音崎 《县志》：一名白泥崎，产磁土，

上有碧象岩

乾隆 《永春州志》卷 ２《风
俗》②

土贡白瓷器，管县二：德化、大田
乾隆 《府厅州县图志》卷 ４０
《永春州》③

土产白瓷器， 《旧志》：出德化，洁白

可爱

道光 《大清一统志》卷２７２《永
春州》④

土产白磁器，出德化，洁白可爱
光绪本 《大清一统志》卷 ３３６
《永春州》⑤

清 德化县
观音崎一名白泥岐，产磁土，碧象岩在

其巅

乾隆 《德化县志》卷 ４《山
川》⑥

由上表可知，德化窑址辐射范围是泉州府和永春州，烧造的瓷器以白瓷为主，“洁白可爱”。

其境内地下还蕴藏着不可多得的丰富优质瓷土为瓷器烧造提供基础：民国 《德化县志》载：“观

音崎，一名白泥崎，碧像岩在其巅，全山数里皆磁土，邑名磁多产于此处。”⑦ 该县内观音崎瓷

土数量多，品质优良，便于开采，周围瓷窑多从此地取土。该志又载：“邑人言：出产者以磁、

纸、铁为大宗，不知三者之外有用力省而获利厚者，则森林是也。请试言之，德化处万山中，森

林弥望皆是，中以杉松为最多。”⑧ 可知德化县境内山上林区盛产松柴资源，是烧造瓷器的天然

燃料。德化县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温暖湿润适植被生长，森林密布⑨，为

制瓷业提供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二）古志记载的德化瓷器烧造技术与器型

德化白瓷是中国古代陶瓷生产领域中的重要系列之一，其制造工艺和艺术成就在中国陶瓷发

展史上占有显著地位。瑏瑠 其胎土致密细腻，釉色温润，薄透迎光。瑏瑡 元朝时德化瓷器还成为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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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鲁鼎梅纂修：乾隆 《德化县志》卷４《山川》，乾隆十一年刻本。
参见方清芳修，王光张纂：民国 《德化县志》卷４《山川》，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铅印本。
方清芳修，王光张纂：民国 《德化县志》卷４《物产森林论》，民国２９年铅印本。
参见白宪波：《论德化白瓷》，《文物鉴定与鉴赏》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参见刘幼铮：《中国德化白瓷研究》，“前言”，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页。
参见杨连彬：《德化窑——— “中国白”的骄傲》，《艺苑》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贡品：“白瓷出德化，元时上供。”① 足见其精美。此外，人们在生产实践中还总结出一套烧造

技术，古志里也有所记述。

磁器，泥产山中，穴而伐之，绠而出之。碓舂细滑，入水飞澄，淘净石渣，顿于石井，

以漉其水，乃抟埴为器。烈火煅炼，厚则绽裂，薄则苦窳。饮食之器多粗拙，今其细者颇亚

于饶。②

另外，明 《泉南杂志》亦载：“德化县白瓷，土产程寺后山中。穴而伐之，绠而出之，确极

细滑，淘去石渣，飞澄数过，倾石井中，以漉其水，乃抟埴为器。石为洪钧，足推而转之。薄则

苦窳，厚则绽裂，土性然也。初似贵，今流播多，不甚重矣。或谓开窑时，其下多藏白瓷，恐伤

地脉，复掩之。”③ 据此，则瓷坯主要采用轮制成型，即将瓷土捣碎后，“碓舂细滑，入水飞澄，

淘净石渣”，再在转轮上进行拉坯，使其厚薄适度，然后入窑烧制。

德化瓷仅次于著名的江西景德镇饶瓷。万历 《泉州府志》载：“磁器……又有色白次于饶

磁……”④ 乾隆 《永春州志》载：“德化县农居山谷……陶型之器，亚于饶磁。”⑤ 德化瓷种类

繁多，器型丰富，主要分为以下几类⑥：

１日用瓷与艺术陈设瓷。主要有碗、碟、杯、盘、盏、盒、洗、羹匙、灯座、炉、瓶及其
他各类雕塑瓷等。⑦ 乾隆 《永春州志》载：“罂、瓶、罐、瓿，洁白可爱，出德化，永春间亦有

之。”⑧ 乾隆 《德化县志》与民国 《德化县志》均载有：“罂、瓶、罐、瓿，洁白可爱。”⑨

２仿古青铜器型瓷。乾隆 《永春州志》：“《闽书》：德化……陶型之气，亚于饶九，务

本薄末，有古遗风焉。”瑏瑠 这里 “有古遗风”即指德化瓷器有仿古器型。其器型主要有鼎、

爵、尊等。瑏瑡 乾隆 《德化县志》与民国 《德化县志》均载： “爵，范金及磁为主，所以受酒

者。”“父庙正殿制帛一端，白色，白磁爵三”；“东哲……白磁爵各一”；“崇圣王祠……白

磁爵各三”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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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宗教艺术瓷。主要以瓷塑闻名天下。常见的有观音、达摩、八仙等。《天工开物》说：白
瓷 “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南则泉郡德化……

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①。可见其以仙佛人物雕塑见长。

４乐器。德化窑传世器物还有乐器，例如有白瓷瓷笛。② 乾隆 《永春州志》载：“德化磁竹

箫笛，色莹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无一二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出竹上。云梦、柯亭之外，又

有此异种。入李谟手，即至入破，当不患
$

然中裂矣。”③

（三）明清时期德化白瓷

德化白瓷宋代就已生产，明代始成为全国制瓷业代表性品种。④ 考古出土大量明清时期德化

窑址实物，地方志与其他著述中也多载录。梳理其发展脉络，发现白瓷生产可划分为三期。⑤

１明代中叶至清代初年。上述明弘治 《八闽通志》、万历 《泉州府志》均提到 “白瓷器出

德化县”，“白瓷器，出德化程田寺后山中，洁白可爱”。明晚期陈懋仁 《泉南杂志》称：德化白

瓷 “初似贵，今流播多”⑥。清 《闽产录异》亦说： “顺治以前老窑，所制佛像、尊、瓶盘、

盏，皆精致古雅。其色洁白中现出粉红，至今价翔矣。”⑦ 从这些记载分析，从明成弘时期德

化白瓷复兴，到嘉万时期为巅峰，延至清顺治时期。

２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此时白瓷质量颇高。康熙五十一年 （１７１２）知县殷式训 《瑶

台陶烟》有诗：“宇内闻声说建窑，坚姿素质似琨瑶。”⑧ 此处的 “建窑”指的是福建窑业。“坚

姿素质”，是对德化白瓷面貌的描述。乾嘉年间连士荃 《龙浔竹枝词》犹称 “白瓷声价通江

海”⑨。说明当时白瓷名声远扬，社会地位高。

３清嘉道以后至民国，瓷器质量日渐下降，工艺趋于衰落。清 《闽产录异》记载德化窑：

“皆白瓷器，出德化县。……然佛像不及荷台，瓶盘不及南北定。近胎地厚而粗，釉水莹而薄，

渐不足贵。”瑏瑠 可见，乾嘉之际，德化白瓷已开始衰落。民国 《德化县志》载：“德化素号产木

之区，盖穷岩邃谷，水道隔越，砍运维艰，故得老其材也。迩来人稠用杂，旦旦斧斤，兼以铁

灶、磁窑，广需柴炭，几并万林而赭之。贾木者于是不入矣。”瑏瑡 说明由于之前瓷窑厂过多，以

致乾隆时期作为烧窑燃料的森林木材砍伐严重，濒临殆尽。又如乾隆 《永春州志》载：“闽德化

磁茶瓯，式亦精好，类宣之填白。予初以泻茗，黯然无色，责童子不任茗事。更易他手，色如

故。谢君语余曰：‘以注景德瓯，则嫩绿有加矣。’试之，良然。乃知德化窑器不重于时者，不

独嫌其胎重，粉色亦足贱也。相传景德窑，取土于徽之祁门，而济以浮梁之水，始可成。乃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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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陋劣，水土制之，不关人力也。”① 可见，到清中后期，白瓷质量下降，逊色很多，清晚期

趋于衰落。而且造成德化瓷器陋劣的原因是水土的问题，“不关人力也”。

二　以何朝宗为代表的瓷塑家及其工匠精神的传承
德化白瓷是德化瓷系中的代表，工艺水平高，制瓷名家辈出。明代德化窑著名瓷塑家有何朝

宗、林朝景、张素山等②，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何朝宗。③

（一）古志记载的何朝宗其人

何朝宗创作的瓷塑佛像堪称翘楚，他烧造的观音像和达摩渡海像，胎质细腻，线条流畅，釉

面光滑温润，人物神形兼备，栩栩如生，独步天下，后世视为上善之作。福建古志对何朝宗有所

记载。道光 《福建通志》载：“何朝宗，不知何许人，或云籍德化，寓居泉州，善陶磁像，有僧

迦大士，天下共宝之。”④ 同治 《泉州府志》载：“……同时又有何朝宗者，不知何许人，或云

祖贯德化，寓郡城，善陶磁像，为僧迦大士，天下传宝之。”⑤

关于何朝宗的生平，目前还尚无一致之定论。⑥ 按照古志记载，不知道何朝宗是哪里人士，

可能是祖籍德化，后来一直在泉州居住。

（二）何氏瓷塑的技法特点

何朝宗的作品以佛道人物居多，如释伽牟尼、观音、达摩等，特别以观音著称。⑦ 他制作的

白瓷观音代表了德化瓷塑的最高成就，同时在中国古代瓷塑艺术中也有相当重要的地位。⑧ 他所

制作的观音菩萨瓷像，生动且富有神韵，细致入微；他所雕塑的仙佛罗汉，逼真传神，面部刻画

细腻动人。⑨ 《中国陶瓷史》载其特点：“能于各种雕塑中见性情，如达摩的庄严，观音的温柔，

寿星、罗汉之类的诙谐。能充分运用对比手法，装饰性极强，如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

一举一动，对比强烈；面部刻画细腻，衣纹则深而洗练主次分明。德化瓷质优异，它的佛像大都

追求单纯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质地美，摒弃彩饰，因而有独特的风韵。”瑏瑠

据专家考证，何朝宗的瓷雕作品瓷土和釉料都与当时一般的德化白瓷不同。瑏瑡 何氏作品的瓷

土取自观音崎，多次淘洗炼制后，经长时间陈腐才能应用。何氏瓷雕是德化窑的首创，其釉色白

中带黄，呈 “象牙白”，后人又称德化的 “象牙白”为 “何来”色，国外称它为 “中国白”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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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国家视为神圣至宝，西欧人称为 “东方艺术之精品”①。

（三）何氏的工匠精神及传承

何朝宗对瓷塑传统的继承，师古而不泥古，刻意创新而求功。他善于糅合不同技法于一体，

巧妙结合陶瓷的特点，形成自己独特风格。他态度严谨，一丝不苟，坚持宁缺勿滥。相传他身具

名士习气，技艺精益求精，每件瓷雕作品创作出来后，先摆放在窗口，让路人品评，稍不称意，

就推倒重塑。② 如果是得意之作，一经认可传出，即在背部加盖印章，以志识别。③ 因此他所作

的传世真品在国内非常少，流传于世的瓷雕作品都是上乘佳品，如故宫博物院藏明白釉渡海观音

像、祥云观音像等。④ 数百年来，“何派制瓷”发扬光大，而且景德镇窑、石湾窑、潮州窑、漳

州窑等瓷雕都受其影响，甚至传承其法。⑤

德化窑除了生产白瓷外，还生产青花瓷。⑥ 德化青花瓷画的技艺中更是传承着何氏严谨、精

益求精的精神。民国 《德化县志》载：“明纪廷圣，西关外人，工书法善画佛，写大士影妙相庄

严，曲肖慈悲三昧，远近争宝之。” “清郑想，字孝思，西墩人，深于物理，绘画人物、山水，

神情无不逼肖，尤工塑像堆画……邑中古庙神像今犹有存者。” “许良西，湖前人，工塑像，善

雕刻，遐迩知名，争延致之。西颇自高声价，不轻应。相传浙江宁波府、福建会馆及永春金峰殿

偶像咸出其手，形神逼肖，见者咸叹观止。”⑦

此外，还有众多无名的匠人也为德化陶瓷的烧造、创作与普及，做出不懈的努力。解元郑兼

才 《窑工》诗道：“百世无间人，两间无弃土。工习埏埴劳，疆临供罂
%

。俯穿地轴深，中自辟

岩户。飞坠险临渊，惯若游洞府。大儿手锄立，力凿身佝楼。小儿负奋行，继如金在，火气遂

腾鼓。巧制象前民，河滨不苦窳。中膊复中悬，《考工记》可补。在昔周陶正，神明溯遗轨。万

宝幸殷繁，且用利可恃。上以当官租，下以养妻子。岂不知苦辛，竭蹶良有以。长安有利场，三

楚更华靡。平生用机关，智尽利亦毁。不妨作劳人，食力守故里。”⑧

由此 “窑工诗”可见，这些匠人深知 “平生用机关，智尽利亦毁”的道理，以 “不妨作劳

人，食力守故里”的淡薄之心，将制瓷作为自己一生事业追求，无怨无悔。

三　德化瓷器的外销
根据考古资料，德化窑自宋代以来，在国内外市场上畅销数个世纪，这在世界陶瓷外销史上

比较罕见。⑨ 从外销的时间脉络来看，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泉州港是全国第一大港，是

我国重要对外港口，而德化距离泉州港只有几公里，德化窑瓷器和德化窑系产品出口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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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当时外销商品的很大比例。① 到元代，政府更加重视和倡导对外贸易，德化窑系的产品为

对外贸易的主产品。明代实行海禁②，泉州市舶司迁往福州，德化瓷便转向福州港出口。③ 明

末，厦门港兴起，大量德化瓷器便从厦门港出口。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动荡，德化瓷外销从此

衰落。

（一）古志记述的德化瓷器外销概况

德化地区陶瓷 “以外销为主”④。根据国内外调查和考古发掘资料，德化窑产品销售遍及亚

洲、非洲、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⑤ 根据Ｔ沃尔克著 《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记载，第一个

与德化建立陶瓷贸易的是荷兰人。１６０２年，荷兰人设立东印度公司，曾承运中国瓷器往西方。⑥
１９６４年以来，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伯斯和爪哇、东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等遗址或墓葬中
发现过不少德化瓷器。⑦ 东非海岸基尔瓦遗址出土的与德化窑同类产品的白釉莲瓣碗⑧，以及在

非洲坦噶尼喀发现的德化青花碗都说明德化瓷远销到非洲。⑨ 西沙群岛数以百计德化瓷的发现，

也有力地证实了德化瓷从祖国领土南大门西沙群岛运销国外的盛况。瑏瑠 福建古志中也记录了大船

载运大量瓷器、丝绸等中国精品特产，远销海外的情景。清道光 《厦门志》云：“洋船，即南船

之大者，船用三桅，桅用番木，其大者可载万余石，小者亦数千石……往南洋贸易其地为噶喇

巴、三宝垄、实力、马辰、暹罗、柔佛、六坤、宋居胜、丁家卢、宿务、柬布寨、安南、苏禄、

吕宋诸国。其出洋货物，则漳之丝绸、纱绢，永春窑之瓷器，及各处所出之雨伞、木屐、布匹、

纸刨等物，但闽中所产茶铁，在所严禁。”瑏瑡 民国 《德化县志》载：“下岭如飞骑，上岭如行蚁。

骈肩集市门，堆积群峰起。一朝海舶来，顺流价倍蓰。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瑏瑢 上述 《厦

门志》记载当时与噶喇巴、三宝垄等地交易的瓷器是永春窑 （即德化窑）产品。瑏瑣 《德化县志》

记载当时德化瓷业的生产与外销盛况，说明当时瓷业在人民生活和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位置。“但

愿通潮水”，也说明瓷器外销收入是制瓷工匠重要收入来源。

（二）德化瓷外销的原因

长期以来，德化窑瓷器外销之所以长盛不衰，有以下几个因素瑏瑤：

１制瓷成本低。德化地区遍布高质量的瓷土，林木资源和水资源十分丰富。瓷土提供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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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原料，矿藏提供了制瓷釉料，树木森林提供了烧造所需的燃料，为大规模外销瓷器烧造提供廉

价而充足的原料。

２价格低廉。《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德化 “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 “购价甚贱”①。

由于成本低，售卖价格自然低廉，在外销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３产品适销对路。德化瓷器外销品种多是日用品，满足市场需求，很受外国人青睐。值得
一提的是，明代德化白瓷工坊还出现了大量根据欧美国家下单制作的符合其审美的白瓷造型，如

牛奶罐、咖啡杯、咖啡壶、啤酒杯等。这种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方式是德化民间窑业不败

的重要原因。②

４地理位置优越。德化自唐长兴四年 （９３３）建县以来，曾先后隶属福州、泉州管辖，离我
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福州、泉州、厦门较近。③ 德化位于福建东部闽江支流大樟溪上游，

交通比较方便，便于瓷器下海出口。泉州港和福州港是德化境内流经的两大水系的终点，为德化

瓷器提供了最佳交通路线。

（三）德化瓷外销的航线

从海外交通贸易的航线上看，从泉州出发的航线主要有两条。④ 其一是东洋线，从泉州

或福州出发，经中国东海至山东，入渤海，再沿朝鲜西海岸到达九州岛；或从泉州出发，经

舟山群岛，跨东海、黄海，进入朝鲜，沿朝鲜西海岸北上或转去日本诸岛。其二是南洋线，

从泉州、厦门出发，经澎湖南下到东南亚后，沿印度半岛到波斯湾，经红海到达埃及等非洲

地区。

明末清初，泉州港逐渐衰落，厦门港逐步兴起。尤其清康熙二十三年 （１６８４）清政府在厦
门设海关，大量德化瓷器开始从厦门外销。此外，德化青花瓷还通过大樟溪及支流直达安平港、

福州港，然后出海销往国外。⑤

结　语
德化窑瓷器，尤其是明代的白瓷，胎质细腻，釉色温润，特别是雕塑人物，长久以来深受西

方推崇，认为是中国瓷器上品。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以何朝宗为代表的瓷塑艺

术家和制瓷工匠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吃苦耐劳，坚持继承传统，锐意改革创新的结果。德化瓷

以其得天独厚的瓷土资源、独特的地理优势、广泛的市场需求，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许多国家和

地区。东西不同文明，通过瓷器这一载体，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异彩。

（作者单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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