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州开元寺殿塔天盘缝针与泉州城及
重要建筑的营建

汪 勃

中国历史时期的城池、宫殿衙署寺观乃至民居等

多坐北朝南 ，宫殿 “建中立极 ”①，重要建筑的朝向通

过 “取正 ”②来明确方向 ，定向方法有观测极星 、使用

磁针等。

一、 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和东、西塔构建成的
天盘缝针

（一）泉州开元寺概况

泉州开元寺始建于唐垂拱二年 （686 年 ），初名莲

花寺、兴教寺、龙兴寺 ，开元二十六年 （738 年 ）改名开

元寺；主寺周围建有支院若干，至宋代已过百，元至元

二十二年 （1285 年 ）将诸支院合为一寺 ，赐额 “大开元

万寿禅寺”；至明末，主寺仅有紫云大殿、甘露戒坛、法

堂 、禅堂 、双桂堂 、檀越祠 、伽蓝祠 、圣王殿 、东塔 、西

塔、拜圣亭、三门等 13 处建筑留存，诸支院仅尊胜、东

塔、极乐 3 院略存影迹③。 以下，首先略述大雄宝殿和

Abstract：As is discussed in the paper, the vertical line, linking the centre of Daxiongbaodian, Kaiyuan Temple of
Quanzhou and the midpoint of the East Pagoda(also known as Zhenguo Pagoda) and the West Pagoda(i.e. Renshou Pago -
da),coincides with the geomantic line “tianpan fengzhen”天盘缝针 (literally the needle on the Heaven Plate that falls rightly
into the seam between “ren”壬 and “zi”子 ). This line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urban planning of Quanzhou, as well as
the erection of significant landmark buildings in the city. During the various construction of Quanzhou from late Tang to
Yuan dynasty, the site selection of the Inner city, Outer city and Winged city, as well as the city gates within, is likely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location of Kaiyuan Temple. Moreover, it is presumed that the Inner city might be built slightly ear -
lier than that of Outer city, and they were all completed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The orientation of the landmark
buildings in the city can be manifold. On the whole, before late Tang, they were oriented according to the astronomic
north; During the later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 period, the principle of tianpan fengzhen and “qianhai fengxian” 乾亥缝
线 （literally the needle on the Heaven Plate that falls into the seam between “qian” 乾 and “hai” 亥）came into use; yet
from Song to Ming dynasty, the geomantic "qianhai fengxian" and the “dipan zhengzhen”地盘正针 (literally the needle on
the Earth Plate that points rightly to “zi”and“wu”) which are based on the "tianpan fengzhen", as well as the orientations
with an appoximately 4 degree angle on each side of the "dipan zhengzhen" appeared.
Key Words：Quanzhou; late Tang to Ming dynasty; Kaiyuan Temple; tianpan fengzhen; orientation

摘 要：本文探讨了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中心和东、西塔塔心连线的垂线构建成的天盘缝针与泉州城的修建及相关
重要建筑朝向的关系，认为晚唐五代及宋元时期泉州子城、罗城、翼城的修建及其城门位置的选定或有以开元寺大
雄宝殿为规划原点的现象，推测泉州子城的始建时间或早于罗城而二者均完成于五代时期；泉州重要建筑的朝向有
多种，晚唐之前以“取正”定向，晚唐五代时期始用天盘缝针、乾亥缝线定向，宋元明时期出现了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
地盘正针子午线（人盘子癸缝线）及其两侧约 1/4 山、乾亥缝线等朝向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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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塔、西塔之沿革。

1.大雄宝殿（紫云大殿）

始建于唐垂拱二年 （686 年 ），乾宁四年 （897 年 ）

重建 ；绍兴二十五年乙亥 （1155 年 ）灾 ，寻建 ；至正丁

酉（1357 年）复灾，洪武己巳（1389 年）重建；永乐戊子

（1408 年 ）、万历二十二年 （1594 年 ）重修 ；崇祯丁丑

（1637 年）重建，殿柱悉易以石④。

2.东塔（镇国塔）

唐咸亨文偁禅师始作木塔五级，唐咸通六年 （865
年 ）木塔成 ，赐名镇国 ；宋天禧中 （1017～1021 年 ）改作

十三级，绍兴乙亥（1155 年）灾，淳熙丙午（1186 年）重

建 ，宝庆丁亥 （1227 年 ）复灾 ，改造七级砖塔 ；嘉熙戊

戌年 （1238 年 ），易以石 ，十年始建成五层石塔 ；万历

甲辰 （1604 年 ）地大震 ，顶盖榱石 ，从南圮者二 ，从东

南隅圮者八 ，诸级为所压者皆坏 ，万历丙午 （1606 年 ）

修缮⑤。

3.西塔（仁寿塔）

五代梁贞明二年 （916 年 ）建七级木塔 ，号无量寿

塔 ；宋政和甲午 （1114 年 ）赐名仁寿 。 绍兴乙亥 （1155
年）灾，再造复灾；绍定元年戊子 （1228 年 ）易砖为石 ，

嘉熙元年 （1237 年 ）竣工 ；明洪武辛巳塔心坏 ，住持僧

正映重修 ，万历戊子 （1588 年 ）飓风大作 ，塔竿坏 ，金

顶坠地 ；里人傅明智重修 ，下际扶栏有坏者 ，俱易之 ；

丙午年（1606 年）八月复有巽风 ，塔竿 、铜盖 、铁炉 、铁

索、沃金葫芦俱坏于 荡中；壬子 （1612 年 ）秋寺僧募

众重修⑥。

（二）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和东、西塔构建成的天

盘缝针测绘系统

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以下略为“殿”）中心、东塔

塔心、 西塔塔心等 3 点的连线可构成一个顶角 118.0
度、 东底角 31.5 度、 西底角 30.5 度的近似等腰三角
形 ，从 “殿 ”中心点引向东 、西塔塔心连线的垂线方向

9.1 度 （即朝向 189.1 度 ），俨然在地面上构建成了一

个与天盘缝针相关的测绘系统。 并且，在理论上还可

以用“殿”中心与东、西塔的中心构建出一个以“殿”为

中心 、以上述垂线为中轴线的等边三角形 ，而 “殿 ”中

心与东、西塔塔心 3 点连线构成的等腰三角形的顶角
度数本当为 120 度。 然而，或因双塔之一在始建时就

出现了误差 ，或因修缮而造成位移导致 “殿 ”中心与

东、西塔塔心连线的夹角发生改变。 目前所见偏角较

大的通津门内道路（今新华路，或与罗城墙相关）和与

之垂直的经子城肃清门过开元寺前的西街、子城西城

墙等的规划、修建或与之相关。

需要注意的是，等边三角形是在探讨研究泉州开

元寺格局时逆推而观察到的，在规划设计之际是否就

已经存在尚有待探讨，因为从泉州的开元寺、衙城、子

城 、东塔 、西塔 、罗城 、翼城等重要建筑的修建过程中

来看，既有的建筑及其朝向，对拟修建筑的选址、朝向

等影响较大，较早形成的重要建筑在后来出现的重要

建筑的规划设计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不过或可认

为该等边三角形或存在于意识中，这对于理解泉州城

的整个形制布局、规划设计思想极为重要。因为，该等

图一 泉州开元寺殿塔天盘缝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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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三角形中心 （即 “殿 ”中心 ）向三个角的放射线分别

指向了泉州城外围的小阳山 、紫帽山 、六胜塔等 3 个
极为重要的地点。

目前所见“殿”“东石塔”“西石塔”（由于泉州开元

寺东塔 、西塔先后经历过木塔 、砖塔 、石塔等 3 个时
期，故而分别在东 、西后 ，缀以 “木塔 ”“砖塔 ”“石塔 ”）

构建出的三角形只是一个近似等腰三角形，而测绘体

系中出现误差的原因或较为复杂。 无论何种可能性，

“西木塔” 的修建完成了天盘缝针相关测绘系统的构

建，在“东木塔”之后 51 年修建的“西木塔”，应是出于

利用“殿”“东木塔”而构建出天盘缝针角度的目的，当

为刻意之作。 管见以为，或许正是因为晚唐时期搭建

“东木塔” 的位置依然是在修建开元寺时搭建木塔之

处，所以五代时期“始建”“西木塔”时，既要考虑到“东

木塔”的位置，又需要构建出天盘缝针的测绘系统，或

许还受到修建开元寺时搭建的西木塔及其附近建筑

的影响，所以才形成了近似等腰三角形。换言之，测绘

系统的些微误差在“始建”“东木塔”时或已出现，后来

再建的砖塔、石塔或并无位移。

二、晚唐五代南宋时期泉州城的营建

中国古代都城明确出现南北向的中轴线，一般认

为始自曹魏邺北城。都城的南北向中轴线是指宫城南

面正门南出大街，至于宫城内部则并非完全对称。 或

因堪舆讲究房子内忌讳直通而需弯曲成龙形、位居阳

（阴 ）而稍偏阴 （阳 ）相一致 ，故而泉州子城的北门 （泉

山门 ）偏东而南门 （崇阳门 ）稍偏西 、东门 （行春门 ）偏

南而西门 （肃清门 ）略偏北 ；罗/翼城 7 座城门中的东
城门（仁风门）偏北而西城门（罗城新门，翼城临漳门）

偏南 、正南门 （镇南门 、德济门 ）偏西而北城门 （朝天

门）偏东。

自唐代泉州州治从今南安丰州迁至今泉州城区 ，

泉州城曾有过多次修建或修缮。泉州的衙城、子城、罗

城 、翼城的形成及部分城门位置的移动 ，见证着泉州

城的沿革与发展，也反映出与泉州城相关的历史地理

信息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相关考古工作或可以

以复原唐宋泉州城的面貌为核心 ，围绕城门 、城壕及

相关重要建筑遗址展开，从理清泉州城的发展脉络入

手，进而探寻泉州城内的功能分区及重要建筑的分布

情况 ，渐次解明古城在相关历史时期的面貌 ，为古城

的展示、保护等工作提供基础资料。

（一）晚唐之前

武周久视元年 （700 年 ）在今鲤城区处置武荣州 ，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 年）改武荣州为泉州。 当时的州

治（衙城）或位于开元寺东侧近清源山的高地上，占据

了实际上的制高点，显示出其是现实中的统治者。 泉

州子城十字街南北向道路中的北段（北门街—中山北

路）或与之相关。管见以为，泉州重要建筑的第一条中

轴线 ，即泉州衙城始建时期的中轴线或与传统的 “取

正 ”（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朝向 ）方向相同 ，而与建成

后的五代子城的中轴线关联较小。

（二）晚唐五代时期

晚唐五代时期泉州城的营建，或是以开元寺大雄

宝殿和东、西塔构建成的天盘缝针为测绘系统的。 完

成子城的修建并修建罗城，或即构建该测绘系统的原

因之一。 天盘缝针方向，成为泉州重要建筑的第二条

中轴线。

1.子城
子城的平面形状呈不甚规整的近长方形， 北半 、

南半的偏角稍异，结合相关迹象与泉州开元寺殿塔天

盘缝针测绘系统的关系来看，子城的修建或可以分为

始建、建成两个时期。 北半部分的朝向与开元寺大雄

宝殿的近似 ，略偏西北—东南方向 ，或为始建时的朝

向 ；南半部分的朝向与天盘缝针相关 ，稍作东北—西

南方向，为晚唐五代时期的修建或修缮。

子城北门泉山门—子城南门崇阳门的连线 ，即子

城的纵轴，垂直于行春门—开元寺大雄宝殿中心的连

线 。 子城纵轴的方向明确与泉州城的第二条中轴线

“天盘缝针 ”相关 ，而杨盘缝针的始创时间或晚于 “东

木塔 ”的始建⑦。 因此 ，子城的纵轴或与 “东木塔 ”有

关 ，因为 “殿 ”与开元寺双塔是构建杨盘缝针的要素 。

亦即是说 ， 泉州开元寺殿塔天盘缝针测绘系统的成

立 ，或在杨盘缝针始创之后 ，或可因此推测子城 “始

建 ”于晚唐之前修建 “东木塔 ”的前后 ，建成于始用杨

盘缝针之后。

2.罗城
罗城的 7 座城门 ，可分为南城门 3 座 （西南门通

津门、正南门镇南门、东南门通淮门）、西城门 2 座（正

西门先后为素景门、义成门，西南门先后为新门、临漳

门）、北城门（朝天门）和东城门（仁风门）各 1 座。这是

出于罗城 7 门与子城的城圈和 4 门的位置关系，西街

的走向 （西街在肃清门前朝向 279.8 度 ，至开元寺前

朝向 280.7 度，与双塔连线 279.1 度都几近平行，西街

过西塔后转向西北 ，出罗城口处冲北 ，朝向 351.9 度 ）

和“西城门”素景门、义成门的位置也从侧面证明了这

一划分方法是合适的。罗城始建时或仅规划有 4 座城
门 （即一般州县城池 4 门 ），有可能是在修建 、修缮的

过程中才逐渐增加成为 7 座城门。最早只有南门镇南

门 、东门仁风门 、北门朝天门 、西门素景门 ，后来增加

了临漳门（新门）、通淮门、通津门。

五代时期修缮了罗城，在素景门之西北修建了义

成门 ， 并由此出现了通津门—“殿 ”—朝天门 、 临漳

门—“殿 ”—仁风门 、 通淮门—“殿 ”—义成门等 3 条
通过“殿”的直线；而每条直线又以“殿”为中心分为 2
段，除镇南门之外的 6 座城门分别位于 “殿 ”向外的 6
条放射线过城圈之处。 换言之，在五代时期义成门修

历
史
时
期
考
古

126- -



成之后，除了南城门（正南门、镇南门）之外，其他 6 座
城门皆以开元寺为中心， 表现为西城门—东南门、北

城门—西南门、南西门—东城门的连线均通过“殿”。

（三）南宋

南宋时期泉州城的形制变化，主要反映在南城墙

及相关城门的外移。 东砖/石塔、西砖/石塔都是在南
宋时期修建的。

南宋时期的泉州城在五代罗城南 、 东扩展出翼

城 ，随着翼城的修建 ，泉州城的整体形状也进而偏向

西南。南宋时期的临漳门、通津门外移的位置，亦均在

“殿”与原城门连线向外的延长线上；德济门的位置则

是以“殿”为中心、以临漳门至仁风门的距离为半径的

圆周与朝天门、崇阳门向南延长线的交点处。 宋元时

期翼城西城门和 3 座南城门的外移 ， 也都遵循着以

“殿” 为圆心的原则， 宋元时期新修的城门基本位于

“殿”与原有城门连线向外的放射线上。

1
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

晚唐之前 极星“取正”
178.8 度

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台基 2“回”字形地钉輥輶訛 180 度

2
泉州开元寺准提禅林

天盘缝针
189.1 度

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台基 1 西侧砌石輥輷訛 189 度

3 安溪县治 五代 乾亥缝线 /

4 初建之泉州天后宫（金炉朝向） 北宋晚期 地盘正针子午兼癸丁 202.6 度

5
泉州府文庙大成殿、泉州天后宫

（北墙北侧铺地方砖缝线）
南宋至元 地盘正针子午线（人盘子癸缝线） 198.9 度

6
清源山巅的三清宝殿和南台寺

南宋至元 地盘正针乾亥缝线
162.5 度

泉州宋代的市舶司/务遗址 162.1 度

7 泉州天后宫正殿 明清
地盘正针子午线及

其两侧约 1/4山
195.9 度

序号 相关建筑 使用时间 定向方法 实测朝向

表二 泉州重要建筑时代及其实测朝向表

清

南宋

1 大雄宝殿（紫云大殿） 唐垂拱二年（686 年） 明崇祯丁丑年（1637 年）重建 178.8 度

2 山门（三门） 唐垂拱三年（687 年） 元泰定四年（1327 年）重建 181.3 度

3 东塔（镇国塔） 唐咸通六年（865 年） 南宋嘉熙戊戌年（1238 年）改建石塔 185.6 度

4 西塔（仁寿塔） 五代梁贞明二年（916 年） 南宋绍定元年（1228 年）改建石塔 187.5 度

5 甘露戒坛 宋天禧三年（1019 年）
清康熙五年（1666年）重建（据戒坛内现

存《重建甘露戒坛碑记》）
180.6 度

6 水陆寺（极乐院） 宋淳熙年间（1174～1189 年）
清同治八年至九年（1869～1870 年）重

建（据水陆寺前现存《水陆寺碑记》）
183.1 度

7 藏经阁（法堂） 元至元乙酉年（1285 年） 2005 年改为砖木结构⑩ 181.1 度

8 檀越祠 元至元年间（1264～1294 年）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重建 180.7 度

9 紫云屏（寺前炤墙） 明万历四年（1576 年）
1931 年夏因妨碍交通被拆，1933 年依

样重建，位置稍后退輥輯訛。
181.3 度

10 准提禅林
清康熙元年至三年（1662～1664 年）

（据《开元寺新建准提禅林记》輥輰訛）
/ 189.3 度

序号 建筑名称 始建时间 最后一次重建时间 朝向

表一 泉州开元寺现存重要建筑朝向表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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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泉州开元寺殿塔天盘缝针与泉州城重要
建筑的朝向

泉州开元寺殿塔构建成的天盘缝针，在晚唐五代

宋元乃至明清时期，一直都是修建重要建筑时所用的

定向和测绘系统。

（一）泉州开元寺相关建筑的朝向

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始建于唐代，最晚一次重建

约在明末；东塔经历了木塔（唐至南宋）、砖塔（南宋）、

石塔（南宋嘉熙戊戌年至今）三个阶段，现存五层石塔

为南宋淳祐七年 （1247 年 ）建成⑧ ；西塔经历了木塔

（五代至南宋 ）、砖塔 （南宋 ）、石塔 （南宋绍定元年至

今 ） 三个阶段， 现存五层石塔为南宋嘉熙元年（1237
年）建成。目前开元寺内留存有 10 处始建于清代以前
的重要建筑，基本坐北朝南（表一；图二：左）。

（二）泉州府文庙、天后宫等建筑的朝向

泉州开元寺之外， 泉州的重要建筑还有府文庙 、

天后宫、清源山巅的三清之源和南台寺、承天寺、富美

宫 、鳌旋宫等 ，其中前三者和市舶司/务遗址輥輱訛有实测

数据（表二）。

1.泉州府文庙
泉州府文庙初称 “鲁司寇庙 ”，唐开元末年 （739～

741 年）建，位于衙城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

迁至今址 ，大中祥符二年 （1009 年 ）徙育才坊 ，后于大

观三年 （1109 年 ）复旧地 ；南宋绍兴七年 （1137 年 ）重

建左学右庙，增旧基高二尺余，庙之中为先师殿（大成

殿），殿前为东、西廊庑，学之中前为明伦堂，后为议道

堂；南宋咸淳元年 （1265 年 ）庙殿毁于火灾又重建 ，增

旧基高二尺 ，拓广两庑 ，次年礼殿告成 ，重檐四阿 ；元

至正九年 （1349 年 ）作石桥于方池 ；明正统十一年增

高明伦堂基三尺 。 元至顺年间 （1330～1333 年 ）、明洪

武二十三年（1390 年）、建文元年（1399 年）、成化十八

年 （1482 年）、 清康熙七年 （1668 年 ）、 道光十四年

（1834 年）、民国十五年（1926 年）屡次重修輥輲訛。

实测泉州府文庙大成殿朝向 198.9 度， 殿前石桥

朝向 200.5 度； 明伦堂朝向 200.5 度， 堂前石桥朝向

202.1 度（图二：中）。泉州府文庙大成殿中轴线即地盘

正针子午线 （人盘子癸缝线 ）輥輳訛，殿前石桥和明伦堂朝

向与之相差 1.6 度 ， 而明伦堂前石桥朝向与之相差

3.2 度， 这些朝向上的 1.6 度微差是否是有意为之目
前尚不明确。

2.泉州天后宫
始建于宋庆元二年 （1196 年 ）， 明永乐十三年

（1415 年 ）奉旨修葺 ，嘉靖间郡人徐毓重修 ，嘉靖庚子

夏四月至甲辰季冬 （1540～1544 年）， 先修正殿五间，

重建寝殿七间、凉亭四座、西廊三十间，东西轩及斋馆

二十八楹輥輴訛。 此外，明永乐五年（1407 年）、清乾隆元年

（1736 年）、清嘉庆二十至二十一年 （1815～1816 年 ）均

有重修或扩建记录，现存天后宫形制应当是明清扩建

之后形成的，其正殿中轴线朝向 195.9 度（图二：右）。

在现天后宫北墙的北侧曾进行过考古调查，发现

的遗迹有金炉 、房屋基础等 ，其中金炉朝向 202.6 度 ，

压在金炉上铺地方砖缝线 198.9 度輥輵訛。 由于金炉置放

在室外的可能性较大 ， 故而推测在 195.9 度中轴线
（地盘正针子午线与壬子缝线之间的半山之半处 ）出

现之前或先后还有 202.6、198.9 度两种朝向， 前者在

地盘正针子午线偏子癸缝线的半山之半处，后者与泉

州府文庙大成殿的朝向（地盘正针子午线）相同。这三

种朝向或许分别反映着泉州天后宫供奉的海神妈祖，

在南宋时期只是被作为普通海神供奉，到元代达到了

高峰，在清代再次兴盛。需要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的堪

舆思想又有变化 ，相关推演更为细腻 ，明清时期重建

情况尚需深入研究。

3.其他
五代、 宋元时期重要建筑还使用了乾亥缝线 ，相

关建筑有五代安溪县治、清源山巅之三清之源和南台

左 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和殿塔缝针 中 泉州府文庙大成殿 右 泉州天后宫正殿

图二 泉州城重要建筑朝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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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泉州宋元市舶司/务等。

泉州城及重要建筑与中国古代天文地理相关文

化思想关系密切， 泉州开元寺是泉州城的规划原点，

开元寺殿塔构建成的天盘缝针是泉州城及重要建筑

定向的测绘系统。此地阳光普照，随处皆有神明，宗教

信仰迄今依然盛行，多种文化和谐共存至今。

泉州城的形制布局体现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

地形地貌融为一体的城池建设思想，泉州的城池及重

要建筑传承有序，城壕和水系隐含思想文化。 泉州重

要建筑的朝向可见多种 ，晚唐之前以 “取正 ”定向 ，晚

唐五代时期始用天盘缝针 、乾亥缝线定向 ，宋元明时

期更是构建出了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地盘正针子午

线及其两侧约 1/4 山、乾亥缝线等朝向的建筑。

泉州古城的营建和重要建筑的朝向展现出泉州

完美的城市规划体系和人与自然和谐稳定发展的理

念。 泉州罗城西门义成门的出现标志着罗城 7 门“释

六俗一” 体系的完成，“光明之城” 的形成体现出儒、

佛 、道等多种宗教文化思想的融合 ，印度教 、伊斯兰

教、 基督教等多种宗教信仰得以在泉州和平相处、兼

容共进的现象说明 “和则进 ”是一种共同发展的可行

模式。

注释：

①建中 ，即建立中正方向 ，以中正方向为共同的标准 ；

立极，“极，犹北极之极。至极之义，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

所取正焉者也 ”（宋·蔡沈 注 ，钱宗武 、钱忠弼 整理 ：《书集

传 》，第 143 页 ，卷四 周书 ，“五 、皇极 ”之注释 ，凤凰出版传

媒集团，2010 年），即以极星为最高准则，统一标准。

②“取正 ”，南视定 （营室 ），北准极 （北极星/北辰/辰 ）。

《梁思成全集 第七卷》（《营造法式注释》）， 第 10～11 页 ，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年。

③（明）释元贤：《泉州开元寺志》（《中国佛寺史志汇刊》

第二辑第 8 册），第 15～33、51 页，1927 年重刻本，明文书局，

1980 年。

④（明）释元贤：《泉州开元寺志》（《中国佛寺史志汇刊》

第二辑第 8 册 ）， 第 18、19 页 ，1927 年重刻本 ， 明文书局 ，

1980 年。

⑤（明）释元贤：《泉州开元寺志》（《中国佛寺史志汇刊》

第二辑第 8 册 ）， 第 26～29 页 ，1927 年重刻本 ， 明文书局 ，

1980 年。

⑥（明）释元贤：《泉州开元寺志》（《中国佛寺史志汇刊》

第二辑第 8 册 ）， 第 29～31 页 ，1927 年重刻本 ， 明文书局 ，

1980 年。

⑦杨盘缝针始创于晚唐，杨筠松（834？ ～900？年）在唐熹

宗（862 年生，874～888 年在位）时掌灵台地理事，880 年归赣
州。 东塔始建于 865 年，若杨筠松生年确为 834 年则此时杨
筠松年方 29 岁 ，并且杨筠松是在 880 年归赣州 ，一般认为

杨盘缝针创于晚唐， 故而笔者倾向于东塔始建之时与杨盘

缝针无关。

⑧关于泉州开元寺镇国塔改建石塔的年代文献记载有
出入，明万历《泉州府志》中记载为南宋淳祐十年（1250 年），

但据 《开元寺志 》记载 ：“东塔……嘉熙戊戌年 （1238 年 ），易

以石， 十年始建成五层石塔。 ” 以及 “西塔……嘉熙元年

（1237 年）始竣工，实先东塔十年而成云。 ”可知此处“十年”

指建造时长为十年，东塔为淳祐七年（1247 年）建成，暂从此

说法。

⑨除了特别注明以外 ，表格内的年代信息参见 （明 ）释

元贤 ：《泉州开元寺志 》（《中国佛寺史志汇刊 》 第二辑第 8
册），“建置志”，第 15～53 页，1927 年重刻本，明文书局，1980
年。

⑩释道元、李玉昆：《泉州开元寺志续篇》，第十七页，香

港中国文学教育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2020 年。

輥輯訛释道元、李玉昆：《泉州开元寺志续篇》，第十二页，香

港中国文学教育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2020 年。

輥輰訛释道元、李玉昆：《泉州开元寺志续篇》，第二八页，香

港中国文学教育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2020 年。

輥輱訛相关资料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福建博物

院、 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组成的泉州城考古工作

队所有，资料尚未正式发表。

輥輲訛泉州府文庙文物保护管理处：《泉州府文庙碑文录 》，

第 182～202 页，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9 年。

輥輳訛泉州宋元明时期使用的地盘正针 ， 或主要是以天盘

缝针为基础的壬子正针。

輥輴訛 （清 ）怀荫布修 ，黄任 、郭赓武纂 ：乾隆 《泉州府志 》

（一）卷十六“坛庙寺观”，第八至十页，第 381、382 页，《中国

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12 年。

輥輵訛现天后宫北墙北侧考古调查勘探资料为泉州市博物
馆所有，尚未正式发表。天后宫相关的 3 条中轴线表明，约 4
度的角度差或即约 1/4 山之差。

輥輶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泉州市海

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 编著 ：《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 2019 年
度考古发掘报告》，第 23 页，科学出版社，2020 年。

輥輷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泉州市海

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 编著 ：《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 2019 年
度考古发掘报告》，第 131 页，科学出版社，2020 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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