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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悦赏

洋人球埔旧址仍在使用
堪称活态文化遗产
鼓浪屿文史作家詹朝霞梳理解读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英文
文献资料，勾勒鼓浪屿人民体育场所有权流变转让过程

本报讯（记者 许舒昕）“丝绸之路系
列摄影展”目前正在厦门纸的时代书店
展出，40余幅出自自由摄影师厦门山羊
之手的摄影作品，以独特视角向观众介
绍了丝绸之路沿线的自然景观、人文风
貌和民俗风情等内容。

1992年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毕
业后，厦门山羊一直在厦门从事历史教
育工作。他告诉记者，自己从2014年开
始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研究，曾于2019
年加入厦门援疆教师队伍，将文化知识
洒向祖国边陲的同时，亦帮助自己深入
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这些年，他几
乎走遍了汉唐丝绸之路南道、中道、北
道。厦门山羊希望通过他的摄影作品，
让观众在厦门进行一次丝绸之路的视觉
之旅，当然，他更希望吸引年轻一代，通
过这些作品去了解背后的丝路文化和丝
路精神。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6日。其中，
2月25日厦门山羊将在厦门纸的时代书
店举办一场以“迷失在亚洲腹地的那座
莲台——佛教在印度的兴亡”为主题的
沙龙活动。

图书馆公益活动
走进城中村

本报讯（记者 郭睿 通讯员 李颖）
开学首个周末，厦门市图书馆带着“同
在一片蓝天下”——城市流动儿童阅读
推广公益项目，走进湖里区两家城中村
公益图书馆，邀请本土作家、教育专家
为城中村的孩子讲授文化知识。

11日上午，在湖里区纯阅读后埔
公益图书馆，本土作家陈满意为孩子们
介绍了历史上众多诗词名家、作家与集
美的关系，通过系统梳理名家所记录的
集美本土文化，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地方
人文故事，弘扬嘉庚精神，带领孩子开
启新学期阅读。

汉字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
要载体。11日下午，在湖里区高殿公
益图书馆，厦门市滨北小学副校长、正
高级教师、福建省特级教师林睿从汉字

“兔”开始讲起，带领孩子们了解汉字发
展演变的历程，领略汉字的魅力。

“同在一片蓝天下”——城市流动
儿童阅读推广公益项目，是厦门市图书
馆在市社科联指导支持下，于2018年
启动的公益活动。多年来，该项目形成
以流动儿童聚集地为公益合作平台、以
社会志愿力量为活动服务主体、以“陪
伴式”为阅读推广模式的特色项目，将
优质的文化服务和全民阅读理念送到
了城市流动儿童身边。

本报讯（记者 郭睿）由中国驻美国
大使馆与美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
外交学院共同主办的“文化外交倡议”
之“和谐讲坛：中国文化系列大师班”，
近日在线上开班。长居厦门的我国著
名音乐指挥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郑
小瑛成为首位在活动中亮相的重量级
嘉宾。在一个多小时的分享中，她数次
提到厦门，以及在这座音乐之岛进行的
诸多艺术实践。

郑小瑛在分享中回顾了新中国第
一代音乐家以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为
宗旨，在华推广歌剧-交响乐艺术的历
程，分享其“音乐为人民服务”“阳春白
雪，和者日众”的音乐理念和艺术实践，
传递了以音乐引领时代风气、滋养心灵，
让世界听见中国声音的美好愿望。她提
到69岁的自己在厦门参与创办了中国
第一个民办的交响乐团——厦门爱乐乐
团，还谈及曾指挥该乐团在福建山区的
龙岩体育馆成功首演交响诗篇《土楼回
响》，介绍了《土楼回响》在多国演出时的
热烈反响。郑小瑛说：“我们就这样，带
着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西方熟悉的艺术
形式，让不同肌肤、不同语言、不同国度
的观众，通过《土楼回响》所表现的主题，
对中国有了感性的了解，也被和平友好
的中国声音感动。”

本报讯（记者 陈冬）“意象之诗
——白磊国画小品诗画品鉴展”11日
在《美术报》福建艺术中心展厅开展，展
出白磊新近创作的中国画小品51幅。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展览，画家
以诗作画，评论家以诗品画，诗画融
合，与观众共赏诗情画意。在展厅
里，每幅作品均配有艺术评论家国楚
的鉴赏古诗词，让观众在赏画的同
时，深入领悟画中诗一般的韵味和内
涵，从而增加自我的鉴赏水平。

白磊介绍说，这些作品大都是疫
情期间宅家的新作，既有大家熟悉的
花鸟画，也有颇具创意的山水画。虽
都是盈尺小画，却丰富地传递着画家
对生活的领悟和巧妙的构思以及别
具一格的中国画表现手法，带给人们

“尺幅之间天地宽”的艺术享受。
“大画小易，小画亦难，再大的

画，如果不能触及艺术的实质，无病
呻吟，大又何用？小画之中如依附的
是人的精神，有血有肉，小又何妨？”
白磊告诉记者，自古以来，画家的艺
术成就并不以幅面大小定优劣，而是
以他们的才学和本领展高低。近代
大师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
就是例证。笔墨的精炼和画面的简
洁是小品画的特征，其中，笔墨精神
内涵的升华是小品画能久久打动人
心的最主要原因。

白磊是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福建省
花鸟画学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

福建创作中心执行主任，曾任厦门美
术馆馆长。他几十年如一日，潜心书
画艺术，并长期致力于中国画用水技
法的研究和实践，作品个性突出，有
鲜明的自家风貌，也有着浓郁的闽南
地域特色。在创作中，白磊强调作品
的意象表达，画面水汽氤氲，同时善
于以书法入画，颇具金石味的灵动线
条在与色、墨交融中，碰撞出节奏和
韵律之美。近年来，白磊还尝试吸取
西画中用光、用色表现手法，将之运
用于山水画创作之中，形成色墨一
体、浑厚明亮的山水画。

此次展览由福建省花鸟画学会
和《美术报》福建艺术中心主办，地点
位于鹭江道国贸金海岸真浩阁16楼
E单元，展期持续至2月28日。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王海副教授此前在英
国访学时，曾于英国国家档案馆中搜集发现
了大量有关鼓浪屿娱乐场的英文文献资料。
王海指导学生将这些文献档案进行初步整理
录入，打印成册，并将纸质副本交给詹朝霞进
行初校。“正好我对洋人球埔为何历经百余年
仍初衷未改、至今犹存怀有好奇，就爽快答应
了。”詹朝霞告诉记者，厚厚一册在手，方知文
献的分量。册页多达215页，其中文书、电
报、票据、往来书信等就有130余篇，更棘手
的是，对于非法律专业者来说，面对大量的法
律文书，翻译起来很费功夫，有些专业性的解
读依然未竟全功，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詹朝霞说，从现有文献中可知，“鼓浪屿
娱乐场”（Recreation Ground）的名称屡有
变更。一张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馆藏的
19世纪80年代鼓浪屿老照片显示，鼓浪屿娱
乐场当时被明确标识为“Gricked Grounds”
（板球场），这表明至少在1880年前，此场地
主要用于板球活动。而在一份1876年4月
30日的文书中，却有“兹将被称为Recre-
ation Ground的地块转让给该委员会……”
的表述，说明“鼓浪屿娱乐场”的名称至少自
1876年4月起已开始使用。“由此推断，很有
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即自1872年7月时任美
国领事李仙得购得此地块后，一直到1880
年，此地块以鼓浪屿娱乐场及鼓浪屿板球场
同时并称。”

洋人球埔最初为鸦
片战争期间英军开辟的
军用操场。19 世纪中后
期逐渐被发展为驻岛外
国人体育活动的公众场
所, 曾作为草地板球、草
地网球、羽毛球等运动的
场地。后来随着美、英各
国水兵的到访，场地又引
入了足球、棒球、橄榄球
等团体竞技项目。1903
年，美国领事馆将其交由
工部局代为管理。1909
年至1911年间，居住在鼓
浪屿的外国人还在这里
举办过每年一届的家庭
亲子运动会。1910年，美
国商会代表团访问厦门，
该球场曾作为欢迎活动
重要场所之一。之后球
埔主要用作足球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
名 为“ 人 民 体 育 场 ”。
2011 年，体育场更名为

“马约翰体育场”。2015
年，洋人球埔旧址被评为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洋人球埔旧址见证
了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
体育设施及相关活动的
发展。近代体育由西方
传入鼓浪屿，岛上教会学
校予以推广，开启了中国
近代学校体育基础教育
的先河，也使体育运动走
进华人的日常生活，受此
影响，在鼓浪屿出生成长
的马约翰成为中国近代
最著名的体育教育家。

所有的文献资料显示，鼓浪屿娱乐场地
块购买的关键人物是李仙得。他于1866年
至1872年期间出任美国驻厦领事。英国国
家档案馆的这份文献档案附录里，详细记录
了鼓浪屿娱乐场的购买过程——1872年7月
30日，李仙得从8位中国人手中购买了9个
地块或地基的永久租赁权，并同时将其转租
给英国商人——德记洋行的帕特森（John
Paterson）和 怡 记 洋 行 的 佩 伊（Randall H
Pye）。购地款1305美元由该两人支付给8
位中国人，李仙得象征性地收取1美元转租
金。此次交易登记于美国驻厦门领事馆契约
簿第84页到86页，契约中对9个地块或地基
的四界有明确的描述，其位置和面积与现在
鼓浪屿人民体育场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据文献记载，1875年9月13日，佩伊以
850 美元将其拥有的产权转让给帕特森。
1876年4月30日，帕特森以1700美元将鼓
浪屿娱乐场转让给厦门外国人道路委员会。
1902年，道路委员会的权力转由《厦门鼓浪
屿公共地界章程》下设立的“工部局”接管。
1913年，由于英国商人佩伊和帕特森离开厦
门，却没有指定专人处理其在厦事务，美国领
事因此主张财产所有权归还美国政府。詹朝
霞说：“美国领事与英国领事就鼓浪屿娱乐场
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展开了争议和申诉。双方
公函、电报你来我往，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官
司一直打到北京驻华公使。不过从双方列举
的档案文件显示，不存在美国领事所指出的
原始契约执行有瑕疵的指控，争议得以暂告
一个段落。”

从鼓浪屿娱乐场、洋人球埔演变为现在
的鼓浪屿人民体育场、马约翰体育场，历经
151年，改变的只是名称，而用于公共用途和
体育活动的原始契约约定没有改变。詹朝霞
表示，从一份份文献资料可以窥见，英美两国
领事虽然在争执中“寸土不让”，但始终持之
以礼、在法律的范围内沟通谈判，这是契约精
神在中国得到体现的典型个案，值得从多学
科角度进行研究和剖析。

文/本报记者 陈冬
图/本报记者 林铭鸿（除署名外）
在鼓浪屿，有一个历经百年风雨、

保存良好的体育场——洋人球埔旧
址。这是中国最早的足球场之一，也是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风云变幻的重要
物证。从洋人球埔到人民体育场，再到
如今的马约翰体育场，跨越151年，其
在功能和形式上未发生过大的改变，至
今仍在使用，堪称活态的文化遗产。

关于体育场的背景，大家通过介绍
略知一二。但在体育场被称为“鼓浪屿
娱乐场”的时期，其地块购置、所有权的
流变和转让过程，并不被大家所熟知。
近日，市社科院鼓浪屿国际研究中心
《鼓浪屿研究》编辑部主任、市政协特邀
文史研究员、鼓浪屿文史作家、译者詹
朝霞通过对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英文
文献资料的梳理和解读，试图勾勒出体
育场所有权流变转让过程轮廓。这对
研究鼓浪屿早期土地租售、产权流转等
方面提供了一个真实生动的个案，也为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价值深度解读提
供了新角度新思路。

洋人球埔最初名为
鼓浪屿娱乐场和板球场

体育场产权多次变更
但公共用途未发生改变

艺文 资讯

郑小瑛线上分享
艺术实践

跨越
151年

美国康奈尔大学馆藏美国康奈尔大学馆藏1919世纪世纪8080年代鼓浪屿体育场老照片年代鼓浪屿体育场老照片。（。（詹朝霞詹朝霞 供图供图））

19091909年的鼓浪屿娱乐场年的鼓浪屿娱乐场。（。（紫日紫日 收藏收藏））

申遗成功后申遗成功后，，人们在鼓浪屿马约翰体育人们在鼓浪屿马约翰体育
场外举办庆祝活动场外举办庆祝活动。。

鼓浪屿马约翰体育场至今仍会举办各类球赛鼓浪屿马约翰体育场至今仍会举办各类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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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影像
“重走”丝绸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