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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刊文，聚焦鼓浪屿八卦楼的前世今生，带您领略“桂冠上璀璨明珠”的魅力

八卦楼：鼓浪屿地标洗尽沧桑焕生机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康淼 许雪毅 付敏
很多来厦门旅游的人，都会注意到鼓浪屿

上一栋特别的建筑——八卦楼。
如果说鼓浪屿是一顶华美的桂冠，八卦楼

就是桂冠上那颗璀璨的明珠。
乘船渡海登岛，蓝天下，八卦楼的红色穹

顶在一片苍翠中分外显眼。夜幕中，它在灯光
映照下熠熠生辉。

对八卦楼的认识，始于颜值，但让人沉迷
的是它的故事。作为厦门鼓浪屿的地标性建
筑，八卦楼已有110多年历史。从诞生时代的
至暗时刻、新中国成立后的重新启用，到改革
开放后的焕然新生，以及现在的修缮提升，这
颗别致的明珠洗尽沧桑，焕发出无限生机。

诞生：见证两岸一家亲

八卦楼是台湾板桥林氏家族的林鹤寿历
经10多年辛苦兴建的。“但他本人一天都没住
过。”厦门市博物馆原副馆长何丙仲说。

何丙仲曾在八卦楼住了两年。两岸开放
探亲后，他几次到台湾，了解林鹤寿和板桥林
家的故事。

板桥林家，祖籍福建龙溪，是台湾最有影
响力的家族之一。据史料记载，板桥林家第一
代林应寅来自福建漳州府龙溪，于清乾隆四十
三年（公元1778年）定居台湾。其子林平侯往
来闽台经商，逐渐致富，后家族发展成为清代
台湾巨富。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清政府战败，次年
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林家举家内渡，定
居鼓浪屿。

那时候，鼓浪屿遍地是洋楼。1840年中
英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清政府签订丧权辱
国的《南京条约》，厦门成为被迫开放的“五口
通商”之一。

鼓浪屿，这座10世纪以前水草丰茂的“圆
沙洲”、明清之际郑成功的“屯兵之地”，因为优
美的自然景观、舒适的气候、悠闲的气息以及
便捷的对渡条件，外国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
纷纷兴建领事馆、教堂、学校、医院等公共设
施，也盖了大大小小、风格各异的别墅。

板桥林氏家族素有建造名宅的传统。在
台北，“板桥别墅”广为人知。台湾被日本侵占
后，时任台湾垦首大臣的林维源含恨离台回
闽。其子林尔嘉承业后，因怀念台北故园“板
桥别墅”，在鼓浪屿仿建了“菽庄花园”。

八卦楼建造者是板桥林家三房林鹤寿，与
林尔嘉是堂兄弟关系。何丙仲介绍，林鹤寿颇
有经商才能，在海峡两岸都有产业，是台湾板
桥林家实际经营者之一，随父到厦门后，开设
了“建祥钱庄”。

何丙仲说，1907年林鹤寿不惜重金，购得
位于和记崎（今鼓新路43号）英属和记洋行经
理公寓的一万多平方米土地，开始兴建八卦
楼。

一座宏伟建筑渐渐成型。厦门有关部门
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八卦楼占地10886平方
米，建筑面积5789平方米，高26.6米，共3层，
另有地下隔潮层和一个10米高红顶。

走进八卦楼，可以看到，塔斯干巨柱的外
廊，呈现典型的新古典主义样式。据介绍，架
空防潮层和石砌敞廊不同于西方半地下室的
处理，融合了东南亚引进的架空层做法，体现
了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这座体量庞大、材料考究、精工细作的大
楼，建造至1920年时，还未能封顶，据传林鹤
寿资产已经耗尽。

“建八卦楼是大工程，林鹤寿的钱一笔又
一笔地投进来，但仿若投进无底洞。”厦门文史
专家彭一万说，八卦楼的建筑材料规格，大部
分与当时市面上的对不上号，需要特别加工定
制。还有一部分建材只能从国外采购，花费巨
大，且供应时断时续，导致动动停停，甚至一次
次返工。

等到主体建筑完工时，林鹤寿已心力交
瘁。由于大量占用资金，他的“建祥钱庄”无法
兑付客户钱款，引发挤兑危机。最终，林鹤寿
宣布破产，八卦楼就此成为烂尾楼。林鹤寿远
避他乡，人去楼空，八卦楼一片荒凉。

变迁：几经更迭惹传闻

关于这座楼的一些奇怪传闻，董启农认为
主要因为它几经更迭、身世坎坷。

董启农是老鼓浪屿人，1948年出生在台
湾，4岁随父亲定居鼓浪屿，一住就是一辈
子。往前追溯，他的外公早在上世纪初就来到
鼓浪屿。那时候，八卦楼已经蒙上一层阴影。

何丙仲介绍，林鹤寿向台湾银行借款，把
八卦楼房契押给台湾银行。后来台湾银行把
八卦楼卖给了日本人。

1938年，日军占领厦门，鹭岛居民纷纷跑
到鼓浪屿避难。

“鼓浪屿是公共租界。”董启农说，八卦楼
成了难民收容所。“老旧的房子、摇晃的木头、
生病的难民，给八卦楼涂上悲苦色彩，也让它
有了一些吓人的传闻。”何丙仲说，自己小时候
都不敢走八卦楼附近的路。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八卦楼作为敌
伪财产，被国民政府接收，和厦门大学还产生
了一段交集。

在厦大工作多年的董启农介绍，“七七事
变”后，厦大内迁到龙岩长汀。1946年，厦大

从长汀陆续迁回厦门。因为原校舍受损，就把
一年级新生院、文学院搬到鼓浪屿。“时任厦大
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周辨明教授兼新生院长，
住在八卦楼两间房间里。文学院学生也在八
卦楼上课。”董启农说。

新中国成立后，八卦楼迎来新生的契机。
彭一万介绍，上世纪50年代初，厦门市人

民政府拨款初步重修八卦楼。鹭潮美术学校
（“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前身）在这里
创办，种下了工艺美术教育的种子。

鹭潮美术学校吸引了一批有志于美术的
青年。一些人时隔多年还记得，坐船到鼓浪屿
时，很容易找到位于八卦楼的这座美术学校，

“因为半圆形的红屋顶很惹眼”。
后来，鹭潮美术学校搬出，八卦楼成为厦

门市科委、中医学校和业余科技学校所在地。
再往后，厦门市电容器厂迁入，八卦楼又作为
厦门市计算机厂、电子研究所等单位用房。

何丙仲记得，当时有位邻居就在厦门市科
委工作，每天上班就到八卦楼去。而各个工厂
入驻八卦楼期间，还曾经发生过火灾，“把顶楼
都给烧了”。

重生：百年建筑焕生机

1983年，厦门市政府将八卦楼定为厦门
市博物馆馆舍。

曾主持八卦楼修缮工作的龚洁如今年逾
九旬，他回忆，当时八卦楼的状况触目惊心。

“楼里被三个单位切割成‘盘丝洞’，地下室住
着10多户人家，走上几步，楼板还跟着颤抖，
破败不堪。”

彼时，厦门到处都要发展，到处都缺资
金。对于八卦楼的维修，厦门市之前筹措了
50万元，国家文物局下拨了48万元。八卦楼
原为砖木结构，1985年维修时改为砖混结构，
楼面全部更换为水泥磨面。但款项很快不够
用，龚洁为筹措经费伤透了脑筋。

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
当即决定拨付30万元，解了维修的燃眉之急。

龚洁不记得给多少人讲过习近平与八卦
楼的这段故事。至今谈起来他仍难掩激动，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习
近平同志拨出的这30万元，彻底扭转了一座
百年建筑的命运！”

整修后的八卦楼，在保护中重生。
从日光岩看下去，笔架山麓上，红色大穹

顶的八卦楼宏伟、壮丽。登上八卦楼天台，视
野宽广，厦鼓全景，海天美色，尽收眼底。

彭一万介绍，因为八卦楼红色穹顶上有八
道棱线，顶窗呈四面八方十六向，并置于八边
形的平台上，所以称为八卦楼。在他看来，八

卦楼堪称“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
“八卦楼是鼓浪屿为数不多的古典复兴式

建筑。”彭一万说，八卦楼恪守了古典建筑的诸
多元素——三段式立面、对称平面、圆形大厅
和中央穹顶、古典柱式与三角形山花等。同时，
在一些细节和用材上，呈现出闽南传统建筑特
征。“八卦楼建筑整体雄浑刚劲，各部分比例得
当，又不失细部装饰，散发着一种理性的美。”

位于八卦楼的厦门市博物馆1988年开
馆。上世纪90年代初，何丙仲和一些同事住
进了八卦楼。在他看来，“八卦楼很适合做文
化机构，能发挥它的特色。”

弘扬：琴声悠悠传世界

1989年夏天，五岁的方思特与家人一起
到八卦楼参观，他们在台阶旁、穹顶下合影留
念。那时候，方思特并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人
生，将更多地与这座神奇的建筑联结在一起。

八卦楼是方思特特殊的童年记忆。小时
候，学校经常组织大家到八卦楼看展览。置身
其中，方思特觉得，“八卦楼好大，建筑好宏伟，
自己好渺小”。

作为第五代鼓浪屿人，方思特家族与八卦
楼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民国年间，方思特外婆
芙蓉杨氏家族的杨晓织与板桥林氏家族的林
嵩寿联姻，嫁到鼓浪屿，林嵩寿别墅是婚房。
林嵩寿是八卦楼建造者林鹤寿的弟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八卦楼曾分别是厦门
市电容器厂、电子研究所、计算机厂的所在
地。改革开放初期，厦门引进大量先进电子设
备，需要一批电子工程师和英文翻译人才，方
思特的母亲曾在八卦楼作为翻译与工程师们
配合开展工作。而今，方思特是选址在八卦楼
的鼓浪屿风琴博物馆馆长。

“很神奇，感觉跟八卦楼就是有一种很深
厚的缘分。”方思特说。

提到鼓浪屿风琴博物馆，旅澳华人胡友义
先生不可不谈。

1936年 11月，胡友义先生出生于鼓浪
屿，先后求学于上海音乐学院、比利时布鲁塞
尔皇家音乐学院，后到奥地利研修钢琴。
1974年从拍卖会上收购第一台钢琴后，胡友
义先生开启了跨世纪的琴类文化艺术品收藏
人生。

上世纪90年代，胡友义夫妇第一次从海
外返回鼓浪屿，方思特是接待他们、弹钢琴的
琴童，由此结下不解之缘。

2005年，八卦楼建成“国内唯一、世界一
流”的风琴博物馆。馆内所陈列展览的风琴均
由胡友义先生捐建，展品有来自英国、德国、美
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管风琴、簧片风琴、手风

琴和口风琴等。
2005年1月28日晚，鼓浪屿风琴博物馆

开始在八卦楼预展，并举行了一场管风琴音乐
会。那天晚上，八卦楼一楼中庭的十字长廊
上，坐满了观众，方思特是其中之一。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近距离听管风琴专
场音乐会，太震撼了！”在方思特看来，八卦楼
太适合管风琴演奏了。空旷的空间，让管风琴
的琴声在屋里回响，有大音乐厅的效果。“更为
特别的是，当管风琴发出低频声音时，感觉整
个八卦楼的花玻璃都在一起震动，这是另外一
种特别的视听感受。”

2007年大学毕业后，钢琴专业的方思特
入职鼓浪屿风琴博物馆成为管风琴演奏员，后
来在胡友义先生帮助下，专门到澳大利亚学习
管风琴演奏。2012年，她成为鼓浪屿风琴博
物馆第二任馆长。

“我始终记得，胡友义先生曾说，‘我将尽
毕生的力量，将鼓浪屿风琴博物馆建成世界上
最大、最出色的风琴博物馆。’”方思特说。

以八卦楼为展馆的风琴博物馆，融东西方
建筑风格为一体，跨越时空，管风琴与鼓浪涛
声和鸣，每天接待大批游客。

2017年7月8日，鼓浪屿戴上“世界文化
遗产”桂冠。八卦楼作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
核心要素之一，再次受到瞩目。

习近平总书记就鼓浪屿申遗成功作出重
要指示：“要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
全长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
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在此重要精神指示下，鼓浪屿管委会坚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原则，加强遗产本体修
缮。八卦楼是其中之一。

2021年8月，八卦楼新一轮保护性加固
修缮启动，投入近4000万元。层层剥离门窗
木制构件上的漆，还原红褐色的“历史本
色”……厦大团队研发砌体结构保护加固技
术，努力让文物“延年益寿”。

“修缮后，八卦楼的历史信息被最大限度
地保留和修复，承载性和抗震性得到适当提
高，受到验收专家一致好评。”鼓浪屿管委会文
保处处长陈辉杰说。

目前，八卦楼正在进行内部展陈装修。
方思特介绍，风琴博物馆将增加中国乐器

元素，比如被称为“东方风琴”的笙；通过“东方
风琴+西方风琴”融合演奏形成异曲同工之
妙。同时，不断探索用管风琴演奏中国音乐甚
至闽南音乐作品，并创新输出一些原创作品。

“我们也将增进国际交流，主动加强与国
外博物馆共建，让八卦楼的琴声传向世界更多
地方。”方思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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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好梧桐树，引来凤凰栖。作为翔安南部新
城的投资热土，金海街道今年已新增合同项目9
个，在昨天的活动现场，街道特别邀请了其中5
家企业的代表，现场进行项目签约。记者注意
到，这些企业涵盖了商业、科技应用、新能源和建
筑等不同行业领域，进一步丰富了街道的商业业
态与产业体系，也进一步提升了街道的竞争力、
影响力和辐射范围。

一直以来，金海街道坚决贯彻落实区委、区
政府决策部署，坚持“走出去”招商行动要求，着
力落地一批高质量优质化项目。去年全年引进
境内外投资项目13个，注册资金超过3亿元，奥
特莱斯、中铁五局等一批企业正式进驻开业；街
道台胞台企家园孵化基地全年成功吸引87家台
企、3个台青团队和12家陆企——街道的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蝶变之势越来越强。

2023年，金海街道还将持续开展全员招项
目、引资金，主动加强同市、区两级国企的对接；
同时保持招商热度，摸底在外乡贤、企业家情况，
开展走访座谈和招商对接活动，储备项目资源，
充分挖掘空间载体，确保招引更多好项目、好人
才、好企业落地扎根，将金海街道打造成为“寸土
寸金、未来蓝海”的发展宝地。

持续提升含金量 吸引企业拥海来
翔安区金海街道纳税大户表彰暨招商大会举行

昨天活动议程中的另一个重
要环节，便是金海街道正式发布
了《潮起金海 万商涌动》招商宣
传片——飞驰的航拍器，让与会
嘉宾们共同见证了一个交通、产
业、教育、商业四大优势叠加的

“多元金海”。
交通方面，金海街道位于翔

安南部新城核心区，翔安隧道、翔
安大桥、地铁3号线贯穿其中，连
接厦门翔安机场与岛内思明区的
第三东通道也正在建设，交通便
捷、区位优势显著；产业方面，街
道辖区内有东山公建群（未来翔
安区行政中心）、海洋高新产业园
及南部新城CBD片区，产业集聚
形成更强吸引力；商业方面，闽篮
城市广场、海峡现代城及奥特莱
斯商业综合体连点成线，国贸学
原、建发书香府邸、厦航天合佳苑
等一批高质量商业地产有力保障
各类商务人群居住需求，商业影
响辐射范围更广；教育及人文方
面，不只有厦门实验小学翔安校
区、厦门双十中学翔安校区、厦门
科技中学翔安校区、翔城中学、翔
城小学、翔安中学、金海小学及金
海二小等知名学校，更有传承红
色基因的彭德清纪念馆、面朝大
海的超旷美术馆，教育优势进一
步叠加人文特色资源，发展前景
广阔……四大优势，让金海街道
的含“金”量不断提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金海街
道接下来将重点打造海洋经济产
业集群，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
业与海洋现代服务业，将为未来
辖区发展注入更强劲动力。

宣传片发布后，对“金海”有
了深刻印象的与会嘉宾们，还对
翔安区和金海街道招商推介和扶
持政策进行了深入了解，不少表
达了落户金海的强烈意愿。

文/图
本报记者 邵凌丰 薛尧
通讯员 侯宁静
这是一次诚意满满的交流，街道向

深耕于此的企业致谢，还搭建了一个政
银企对接的平台；这是一次落地生根的
合作，9家企业完成了签约，要在这片发
展沃土上再开新局；这还是一次全新形
象的展示，与会嘉宾对这片发展沃土有
了更全面的认识。

潮起金海，万商涌动！昨天下午，翔
安区金海街道纳税大户表彰暨招商大会
隆重举行。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翔安区建区20周
年，也是金海街道砥砺奋进、发展提速的
一年。举办这次大会，是金海街道贯彻
落实省委“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
效”行动和市委部署要求，深入推进区委

“实干奋进年、争先创优年、作风建设年”
活动的一项具体举措，旨在展示金海街
道优质的营商环境和良好的投资机遇，
同时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和政银企合作
力度。

接下来，金海街道将继续开足马力，
促进招商引资“加速度”，充分发挥自身
交通、产业、商业和教育人文优势，与企
业家们共谋发展、共创未来！

风里雨里，我们在金海等你！

回顾2022年，金海街道
为翔安区的经济发展贡献突
出力量。亮眼成绩单的取
得，离不开辖区优秀的企业
家，为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可
持续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活动的首个环节，就是
宣读2022年纳税大户表彰
决定，并由金海街道向这些
企业家授牌。59位企业代
表轮流上台，接过了亮闪闪
的牌匾——这既是一次街道
向企业的致谢，也是一次诚
意满满的交流，2023年双方
还将携手并进、共同开拓发
展。

事实上，2022年,金海
街道一直持续在服务企业方
面“升级”，从硬件、体系、内
功等方面推进。

硬件上，街道主动适应
新老城区融合改造的空间
优化、产业转型、功能提升

等新要求，做好城市居住、
健康服务、道路交通等配套
服务建设；体系上，街道瞄
准市场需求、依托优势资
源、对标创新创造，以及产
业链上下游的配套需求，同
时还团结带领街道商会、新
阶联、归国华侨联合会等会
员单位，聚合资源形成体
系；内功方面，街道努力打
造专业化招商团队，建立长
效工作机制，一对一、点对
点地做好对接洽谈，寻找客
我双方的“共同兴奋点”“利
益交集区”“流程服务站”，
确保了项目能招得来、接得
住、落得下、做得好。

做好企业服务,还体现
在本次会议的最后一个环
节：与会的企业家、金融机构
和街道工作人员现场交流，
为政银企对接搭建起高效的
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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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金海，万商涌动。图为与会嘉宾大合影。

▲金海街道向2022年纳税大户授牌，
致谢企业家们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
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