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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成功 只是起点
“无论是第一次登临它，还是最后一次告别

它，在鼓浪屿这个中国最美的地方，第一个给你造
成强烈视觉冲击的最美影像是建筑，最后一个留
在心目中的最美印象，还是建筑。”厦门大学教授
林丹娅在其所著《鼓浪屿建筑》一书中这样写道。
鼓浪屿位于福建九龙江入海口，与厦门岛隔

着鹭江海峡相望。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地范围包
括鼓浪屿全岛及其近岸水域，总面积 !"#$%公顷；
鼓浪屿缓冲区涵盖邻近的大屿和猴屿两座岛，并
一直延伸到厦门岛海岸线，总面积 &&#公顷。"'(!
年，鼓浪屿在传统聚居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多元
文化交融发展的历史国际社区。鼓浪屿现留存有
'!"座展现本土和国际不同风格的历史建筑、园
林和自然景观、历史道路网络，体现了现代人居理
念和当地传统文化的融合。
当地时间 %)"*年 *月 &日，在波兰历史文化

名城克拉科夫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委员会第 +"届会议上，随着大会主席雅采克·普
尔赫拉先生（,-. /0123 45-1670）敲下小锤，中国世
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以
符合世界遗产第 %条和第 +条标准，成功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 8%

处。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鼓浪屿是中国在全球

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实现现代化的一个见证，具有
显著的文化多样性特征和现代生活品质。鼓浪屿
的发展是体现 "'世纪中叶至 %)世纪中叶现代人
居理念的独特示范。鼓浪屿反映出中外多元文化
在各个方面的广泛交流，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真
实且完整地记录了其曲折的发展进程和生动的风
格变化，真切地反映了激烈变革时代的历史。鼓浪
屿的发展清楚地记录了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记录了从海外归来的闽南人民开展早期现代化建
设的基本特点。鼓浪屿例证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
和价值观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的历史，为
中国和其他地区不同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参
考。鼓浪屿独特的装饰风格建筑遗产记录了物质
化的文化交融，形成东南亚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新
建筑运动。
近日，“世界遗产之鼓浪屿模式———鼓浪屿申

遗经验推广会”在上海举行。厦门地方及鼓浪屿领
导、申遗专家、厦门社区代表等，在遗产保护与社
区复兴、遗产价值挖掘塑造、鼓浪屿申遗独特意义
等方面进行了互动。

在鼓浪屿生活六十多年的老居民董启农，对
于那一晚记忆犹新，“我在厦门大学工作二十多
年，现在退休了。记得 *月 &日当晚，我们一些当

地居民聚在一起，在我的旅馆组织家庭音乐会，一
起盼着好消息。一直到夜里 ""点多，鼓浪屿管委
会的郑主任在申遗现场给我发消息，就两个字‘成
了’，真是太高兴了！这是我们当地居民非常高兴
的事，因为我们的家乡成为了世界遗产了！”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还提着心吊着胆。现在鼓

浪屿申遗成功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对
于鼓浪屿的未来，岛上还有很多重要的遗迹需要
保护。另外从美丽家园、从世界遗产要求角度来
看，如何使岛更美丽，使岛更宜居，还有很多细致
的工作，规划也有进一步细化的需求。”国家文物
局副局长宋新潮说，“现在世界范围内，很多申遗
成功的遗产地都把旅游作为重点。但对于鼓浪屿，
旅游会成为我们管控的重点。如何使鼓浪屿成为
一个公共社区、国际社区，如何进行旅游的管控，
还有很多很艰苦的工作要做。像故宫，由每天十几
万游客控制到八万，这其中做了很多的工作，国家
旅游局、包括北京市委，都有付出努力。现在对鼓
浪屿下一步规划，是如何让鼓浪屿岛上的居民生
活更舒适。”

人文记忆 多元交汇
被称为“浪漫之都”“海上花园”的鼓浪屿，

它的自然、人文景观别具一格，不仅显示着世界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反映着自身吸纳、包容
的品质。鼓浪屿人文气息浓郁，它的音乐气质、
文化品质在这里碰撞，不仅成为东西方文化交
流的砥柱，还是鼓浪屿人文精神和文化传承的
组成部分。

有“钢琴之岛”之称的鼓浪屿钟灵毓秀，具备
着滋生音乐才华的天然条件。在古代，民间喜爱的
是享有“御前清音”雅号的南曲和雅俗共赏的锦
歌。"'世纪中叶起，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近代西洋
音乐开始涌入这座小岛上，与鼓浪屿优雅的自然、
人文环境相融合，与中国传统的音乐相交流，还造
就了鼓浪屿独特的音乐文化传统。特别是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西洋音乐盛行，孕育了举世闻名的音
乐人才。比如，有“中国第一个声乐女指挥”之称的
周淑安、前上海声乐研究所所长林俊卿、钢琴演奏
家殷承宗、小提琴演琴家许斐尼，以及李嘉禄、许
斐星、许斐平、陈佐湟等一大批著名音乐家，使岛
上居民的音乐素养得到提高，其中，岛上人均钢琴
拥有量为全国之冠，成就了“钢琴之岛”的雅称。
说到鼓浪屿的文化名人，不能不说被人们所

熟知的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林语堂。他 ")岁入
鼓浪屿归正教会养元小学就读，后升入寻源书院
学习。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教于清华大学。
曾留学攻读文学、语言学。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
英文系。回到家乡后，出任厦门大学文学系主任兼

国学院总秘书。后来，在上海创办《论语》《人间世》
《宇宙风》等杂志，提倡幽默闲适文学，并与宋庆
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民权保障
大同盟”。上世纪 !)年代，到美国教书且致力于中
西文化交流，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位于鼓新路 &)号的故宫博物院鼓浪屿外国
文物博物馆（以下简称“外国文物馆”）是一座中型
博物馆，是故宫博物院首次与地方合作设立的博
物馆。据悉，故宫博物院收藏有 "&))多件外国文
物，外国文物馆将以实物展陈的方式，展出故宫馆
藏的部分清宫外国文物。其中，大部分藏品一直保
存在库房里，未曾公开展出过。
单霁翔曾表示，与厦门共建外国文物馆，让

这些藏于“深宫”的珍贵文物，找到了一个气质
相宜的展览空间。展品品类丰富，保存完整，不
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
见证，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价
值和内涵。
据介绍，即将在外国文物馆展出的藏品包括

漆器、陶器、瓷器、玻璃器、珐琅器、金属器、织物、
绘画、书籍、雕塑、家具、钟表、科技仪器等，主要来
自英国、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意大利、美国等
国家。这些藏品多为清宫旧藏，部分为民间征集而
来或个人捐赠。其时代从 "#世纪至 %)世纪初不
等，以 "&世纪和 "'世纪的文物居多。这些外国文
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展现了所属国家和地区
的文化风貌，也反映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政
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选址在鼓浪屿“救世

医院及护士学校”旧址。救世医院由美籍荷兰人郁
约翰于 "&'&年创建，现在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救世医院是鼓浪屿的第一座综合性医院，
文史专家评价它是闽南西医的“黄埔军校”。创建
者郁约翰也因其传奇的人生和对琴岛居民的贡献
而被人们所铭记。

环境整治 空间恢复
“从鼓浪屿的建筑风格上就能看出不同国家

在鼓浪屿投射出的多元文化。”鼓浪屿申遗技术支
持团队负责人魏青说，根据团队的调查统计，建筑
风格纷繁多样，有岭南大厝民居、古典复兴风格、
哥特式、蒙萨屋顶、美国乡村别墅风格、半木风格
等。如果没被 "'世纪末的全球化浪潮裹挟进湍流
中，鼓浪屿的渔村风貌可能会持续更久。
据魏青介绍，在申报过程中，咨询团队也确实

考虑到鼓浪屿生活社区的特点，在整治治理时并
没有大拆大建，而是采取“微整治”的模式。魏青通
过鼓浪屿的三个环境整治案例，介绍了在遗产保
护视角下具体工作实施的策略。三个案例分别代

七彩
表了不同历史阶段鼓浪屿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
接触面貌，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空间。

第一个是早期西方人聚居的区域鹿耳礁片
区。早期朴素的西方古典复兴风格的协和礼拜堂
和较晚建成的哥特式天主堂之间，原本是西方人
社区（后来发展成为华人华侨社区）的中心，然而
后期的建设不仅遮挡了教堂的立面，也破坏了原
有的空间面貌。拆除整治之后，这一空间不仅呈现
出两个时期不同、风格不同的教堂的对话，也成为
当地社区重要的文化生活场所，承载各类文化活
动，展现传统与时尚的交融。

第二个案例，岭南大厝民居，所在的片区原本
是历史上典型的闽南乡村，与之相关的黄氏家族
也是鼓浪屿上典型的传统家族之一，从家族的发
展脉络可以窥视鼓浪屿的发展历程。不仅如此，黄
氏小宗也是鼓浪屿最早和西方人交流的场所；这
一空间节点可以反映鼓浪屿不同阶段的发展过
程。后期加建的、破坏了原有空间环境的民居建筑
被清理之后，这里又重新成为当地社区民众的生
活场所。宗祠空间也时常作为社区公共活动场所，
比如南音表演，让驻足的人体会到闽南传统文化
的韵味，看到日光岩下闽南传统社区的生活状态。

第三个案例是汇丰银行公馆旧址和摩崖题刻
共同构成的文化场景。汇丰银行公馆旧址典型的
三叶草平面特征反映出西方建筑艺术在亚太地区
的流传过程，它的选址也体现出西方居住理念和
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在公馆旧址之下的《重兴鼓
浪屿三和宫记》摩崖题刻本身反映出鼓浪屿早期
和台湾的两岸关系，原英国领事翟里斯的翻译和
他的家族故事赋予了题刻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
题刻周边后期建设的民居拆迁之后，这一展示中
西文化碰撞、交流的空间场景得以恢复，翟里斯的
翻译也被组织到展示体系中。中文的题刻和英文
翻译展示牌构成了时空的对话；文化场景的内容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加丰富。被拆迁走的住户门
牌仍然保留，作为他们对遗产保护做出贡献的印
证。这三个具体的案例说明了以价值为导向的环
境整治工作策略，即从遗产价值出发，筛选重点，
投入到最有价值的挖掘和展示的工作中。

精准定位 国际社区
鼓浪屿“申遗”的重点，是其独一无二的“国际

社区”属性———这个面积仅 "$&*平方公里的小岛，
吸引了两万多名各国外侨、华侨和中国居民，这里
的建筑、教育、历史传统融合了侨乡文化、西方文
化与闽南本土文化，他们共同创造了鼓浪屿的黄
金时代。

经过申遗，鼓浪屿从以前的“音乐之岛”变为
更精准的定位———“历史国际社区”，这对于鼓浪
屿应对挑战会有什么帮助或者启示呢？鼓浪屿管
委会主任郑一琳表示，首先要完善社区的基础设
施，比如水、电、道路，近年来由于旅游的影响，尤
其一到旅游旺季，居民的用水、用电就很紧张，所
以我们要完善水电设施；第二个是公共服务的问
题，比如说医疗、教育、卫生，以前鼓浪屿拥有整个
厦门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医院，现在我们要创办鼓

浪屿的特色教育，重塑音乐、美术、体育这些方面
的特色；另外居家养老、智慧医疗等方面更上一个
台阶；还有居民互动这块，现在走在路上无论认识
或不认识都有很多人跟我打招呼，我为这些邻里
感情感动，就希望居民能有更多的互动空间、社区
空间。现在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很多居民都不愿意
出门了，还有一些迁到厦门住的鼓浪屿人返回鼓
浪屿也不知道该去找谁，所以我们就希望能改造
一些旧建筑来辟出更多的社区空间给居民做会客
厅、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等公共服
务，让居民更有幸福感。
“最后是自治共管这块，现在岛上有鼓浪屿公

共议事会、家庭旅馆协会、商家协会，在申遗历程
里磨练出很好的默契，我们有信心把鼓浪屿社区
建设得很好，让岛上的居民有更好的生活，留住鼓
浪屿人，也让迁出鼓浪屿的人再回来。这是我们的
目标。“郑一琳说。
“我是在鼓浪屿上生活的第三代。曾经鼓浪屿

是非常繁荣的岛。历史变迁，设施布局变化、岛上
工业区迁出、一些老鼓浪屿人迁出，同时随着动车
开通、旅游业发展，来岛经商、工作的人多起来，成
了新鼓浪屿人。”董启农说，“申遗成功后，要看怎
样使老鼓浪屿人得到实惠，又怎样使新鼓浪屿人
热爱这片土地，共同传承鼓浪屿的社区文化。文化
是前人、是老祖宗创造流传下来的，我们把它传承
下去，是最重要的任务。”

董启农特别提到了 %)"#年的台风“莫兰蒂”，
“当时的风灾之后，岛上满目疮痍，我马上打开我
的宾馆，让那些住在老房子、住在危楼的人住进
来，其他很多旅馆也打开门收留他们。只要有我们
老鼓浪屿人在，我们就会爱护新鼓浪屿人，使他们
也热爱这片家园。鼓浪屿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全新视野 积极保护
“鼓浪屿的遗产价值，来源于历史的社区，所

以对鼓浪屿历史的解读和遗产价值体系的建立
以历史社区的发展变化以及背后不同文化群体
的作用和贡献为出发点。”鼓浪屿管委会副主任
王唯山说。

在王唯山看来，岛上数量众多、类型丰富、风
格多元的物质遗存，也从文化特征、空间形态、发
展时序、社会形态、生活场景等方面呈现了这个社
区的变化和各个群体的生活状态。同时，鼓浪屿和
它的价值将由当代的社区继承、传递给未来。因而
在遗产保护工作中，无论是面向历史的追溯与研
究，还是面向未来的保护和发展，都需要以社区作
为关注的重点和策略制定的出发点，形成多层级、
涵盖物质遗存与文化传统、关注反映社会空间脉
络关联关系的保护对象体系。

王唯山建议，在这一保护框架下，通过系统的
档案搜集整理、详实的遗存调查研究、学术研究出
版以及阐释展示体系的建立和实施，对历史社区
进行更为客观、深入、全面的挖掘、表达和展示。遗
产价值的阐释与展示也是谋求与当下社区和社会
公众对遗产、价值和保护的共识的手段之一。在工
作中加强对社区需求的关注和尊重，与社区建立

有效的沟通机制，提供多种形式的公众参与遗产
保护的渠道，都是增进当代社区对遗产保护的理
解和参与积极性的基本策略和方式。通过遗产保
护，历史遗存成为活在当下的文化空间，承载社区
逐渐活跃的文化生活，使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并为
社区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文化资源。
“台风‘莫兰蒂’侵袭，在抢险救灾与恢复的过

程中，社区民众积极参与，各方社会力量大力支
援，本地居民志愿者发挥了突出作用，这是对鼓浪
屿保护管理工作的肯定。”王唯山说，“通过对社区
的关注，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实现了从保护到激
发民众欣赏遗产，进而理解其价值和保护需求，关
注并对其评价，进而积极参与保护其中的良性过
程。”

清华大学遗产中心主任吕舟教授表示。鼓浪
屿申遗基于世界遗产促进文化对话和可持续发展
的基本目标，其核心的任务是讲好中国现代的故
事，讲好鼓浪屿人的故事，讲好鼓浪屿文化的故
事，促进社区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加强社会凝聚
力，促进全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推广鼓浪屿经
验，即是推广政府主导的全民参与，调动社区保护
遗产积极性的策略。
“就研究视角而言，从公共租界到国际社区和

共享遗产，纳入了更广阔的时间、空间和文化背
景，关注到社区的发展变化和不同文化群体在其
中的作用和贡献，重在强调对文化交流、对话、促
进新文化的形成发展的表达。”吕舟表示，鼓浪屿
遗产保护历程也体现出遗产价值观的变化，强调
和突出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并且重视遗
产价值的阐释与展示，将其作为内部群体之间以
及对外沟通的媒介，以求达成对遗产认知的共识，
激发民众欣赏遗产，进而理解其价值和保护需求，
关注并对其评价，进而积极参与遗产保护。

吕舟建议，在遗产保护的同时，也通过对旅游
活动的有效管控，促进对鼓浪屿遗产价值的体验，
带动厦门全域旅游的发展，发挥文化遗产在地方
可持续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展望未来，鼓浪屿的保
护管理应该体现在政策导引、环境控制、提升社区
对文化的自信和自豪、促进社区对鼓浪屿文化遗
产保护的参与的监督，最终建立一个包容的、活跃
的、可持续的社区。希望鼓浪屿模式可以为其他遗
产地和历史城区的保护发展提供示范和借鉴。

提起厦门，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鼓浪屿。虽然
只有1.87平方公里，但是在鼓浪屿上却汇聚有上千
座中西合璧、风格各异的中外建筑。特别是随着鼓浪

屿申遗成功，其更受到社会的巨大关注。再过几天，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就将在厦门举行。可以预
见，鼓浪屿将会聚焦更多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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