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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员每周、每月采集的照片和
文字信息，都要经过一个人的审核。
这个人便是监测中心的另一个骨干
成员张美珍。

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通用平
台组件基础上，监测中心扩展定制鼓
浪屿监测预警平台，打造一个集采
集、监测、管理、分析为一体的工作平
台，并与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
总平台实现无缝对接。这个系统自
开发时，张美珍便参与其中，同时，她
作为后台数据管理员，负责审核巡查
员上传的图文数据信息。“我会在后
台审核巡查员拍的照片是否按照规
定角度，照片是否清晰，文字表述是
否准确。”张美珍说，如果审核无误，
这些数据便会上传到系统中。提到
巡查拍照的频率，为什么是一周和一
个月，张美珍也做了解释。其实，这
套监测预警系统一开始并没有设定
数据上传频率。“最初，我们巡查拍摄
的频次比较高，后面发现其实并没有
必要这么频繁。”张美珍介绍，现在，
房屋损坏程度如果严重，就巡查勤一
些，一般一周去看一次，而有些建筑
修缮得比较好，一个月看一次就够
了。张美珍所做的工作还不仅于
此，之前，她还要写月报和年报上报
给上级，有时报告能写到十几页。
在她看来，事关数据的准确性和完
整性，这份工作的关键在于是否细
致。

在蔡松荣看来，数据的审核和管
理非常重要。他觉得，审核主要是确
保巡查责任落实，同一个立面也许一

年两年看不出变化，但是经过三年五
年不间断记录比对，肯定能发现它的
变化。他打了个比方：持续的拍摄录
入其实就是监测得出的信息链条，它
就好比给孩子量身高，“一天两天可
能看不出来，一个月两个月肯定能看
出变化，一年两年就更不必说”。

作为监测中心负责人，同时也是
一名文史爱好者，蔡松荣一直在帮助
监测中心收集更多和鼓浪屿相关的
历史资料。今年，监测中心向老照片
收藏者购买了1000余张老照片，其
中还有30张珍贵的蛋白照片。不仅
如此，蔡松荣的热情感染了许多社会
人士。有位来自上海的老人，是鼓浪
屿著名音乐家周淑安的后代。老人
冬天时总会来厦门小住，他也会经常
来管委会查阅资料，蔡松荣便和老人
熟络起来。得知蔡松荣和监测中心
在用心地做鼓浪屿文史资料的整理，
老人无偿提供了一批周淑安的资料，
还帮监测中心从美国买来一套与鼓
浪屿有关的书籍。

蔡松荣还会带着团队人员对收
集来的老照片进行比对研究。在研
究老照片时，蔡松荣会让甘斌根据老
照片的拍摄视角和图中可以分辨的
参照物，进行航拍，然后做比对研
究。“比如日光岩，鸡母石、覆顶岩、升
旗山、印斗石等，这些都是几百年不
变的，一般照片上都会有这些参照
物。”蔡松荣说，只要你用心去比对，
就能发现周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把这些发现记录下来，也能为后人保
护鼓浪屿留下参照信息。

“文物保护不能只看眼前。”蔡
松荣认为，对建筑本体历史资料的整
理与研究，同样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重
要一环。历史老照片所承载的信息
能还原一定的历史原貌，对历史建筑
的保护来说，如果没有老照片用来对
比参考、了解建筑原本的结构和样
貌，修缮时可能就会破坏建筑原貌，
对建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蔡松
荣还提到，之前八卦楼、美国领事馆
旧址、英国领事馆旧址在修缮时，都
找了一些老照片来比对。

蔡松荣一直都有这样一个理念：
历史建筑保护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
是对历史档案的挖掘。他解释道，鼓
浪屿部分历史建筑的使用者一直在
更换，房子的结构和功能也产生变
化：要做展览馆，这个门就要堵起来；
要做住宅，走廊就要隔起来。“原来是
什么样子，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蔡
松荣说，找到原始影像才能分辨原来
的样子，这就是对建筑原真性的尊
重。他还提到去年发生的一件事：凭
借一张鼓浪屿名人林鹤寿与八卦楼
前的石花座的合影，有人认出，这两
个石花座在厦门市博物馆迁馆时，被
搬到了新馆外。后来，这一对石花座
物归原主，安放回原处。因此，他认
为，监测中心就需要做一些有关文化
遗产历史档案材料收集的工作，同时
也需要有人对这些史料进行准确研
究分析和挖掘，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今

天的保护服务。
“如果你没有追溯过去，当下就

没法规范，我今天把这个事情做了，
后人就有资料参考了。”蔡松荣说。
他还提到一个事例，上个世纪八九十
年代，八卦楼改造成博物馆，门窗都
漆成了黄色。后来，把那个漆剔除掉
后才发现，原来的建筑用的是红褐
色，去年八卦楼修缮完工，就将门窗
更新为原来的颜色。监测中心把这
个重要的信息记录下来，给后人研究
鼓浪屿建筑做参考。

这几年，监测中心招聘了部分和
文史研究相关的高学历人员。比如，
山东大学英语专业毕业且有留学经历
的梁静仪，便是2020年年底被招进监
测中心的。近期，梁静仪正在翻译与
鼓浪屿工部局相关的英文文献，此前，
她已经翻译了一些有关鼓浪屿美国传
教士的访谈资料。而来自厦门大学的
人类学博士杨洁琼最近被蔡松荣安排
做有关鼓浪屿近代外交档案的研究。
不仅如此，杨洁琼还在做鼓浪屿历史
建筑人文的梳理，包括建筑本身概况、
建造年代、基本框架，装饰装修风格、
历史故事等，她计划把资料整理出来
后，做一个通俗读本。杨洁琼认为，档
案的研究主要是为阐释文化遗产的核
心价值服务的。她还负责协助中心策
划各类宣传活动。近期正在开展的

“走出鼓浪屿，宣传鼓浪屿”系列活动，
她也参与其中。

鼓浪屿管委会于 2014 年成立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
心”（后更名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
监测中心”）。

该团队利用监测预警系统平台，
开展规范、有序的“网格化管理+监测
云设备”的周期性日常巡查，及时发

现和记录遗产要素与环境异常情况，
跟踪建筑病害及维护工程动态，形成
周巡查、月报告和反馈处置等工作制
度，建立跨部门监测预警联动处置机
制。

2021年,该团队的监测年报列入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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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记忆
鼓浪屿老建筑
“立此存照”
焕发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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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下午四点左右，
琴岛上空骄阳似火，身材微胖
的邬永祥结束当天的巡查，回
到监测中心办公楼下时，上身
早已湿透。作为监测中心骨
干成员，邬永祥说，他早已适
应了这种状态。他目前负责
的五个核心要素建筑离监测
中心不近，全部走下来将近三
个小时。在这种大热天里，全
身湿透不难理解。但邬永祥
笑着说，在鼓浪屿走多久都觉
得心情很好，半年后，他巡查
的建筑还会换成其他的。

这正是监测中心保护核
心要素采用的工作方法——
网格化巡查。

蔡松荣说，对文化遗产的
保护，不仅要对抗自然因素可
能导致的遗产受损，还要防止
人为因素对遗产现状的破
坏。目前，鼓浪屿上有53处
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要素建筑，
而监测中心只有12人，蔡松
荣便想到了网格化监管的方
法。“每个人负责四五栋，每半
年轮换，这样就能避免因一直
巡查同样的建筑而看不出问
题。”蔡松荣说。

具体如何巡查？蔡松荣
介绍，每个巡查员按周、月对
自己负责的建筑进行巡查，拍
照记录建筑四个立面以及重
点监测的部位，然后通过手机
上传到监测预警系统里。蔡
松荣说，照片如何拍摄、重点
监测什么，都做过培训，这部
分工作并不难，难就难在时刻
保持责任心和敏锐性。他还
特别讲到一个例子——

2021 年，监测中心一位

巡查员在巡查日本领事馆旧
址时发现，离领事馆五米左右
的一棵木棉树当年竟然没有
开花，仔细一看，树可能死掉
了。大家分析后认为，这棵树
如果不处理，可能会因为白蚁
以及褐根病倒下，给建筑带来
损害。于是，便报告相关部门
进行了处理。“如果没有责任
心以及敏锐性，你可能就会熟
视无睹，会认为一棵树有什么
了不起的。”蔡松荣说，一旦这
棵树倒掉，后果将难以想象，
建筑受损也不可挽回。

蔡松荣还专门安排工作
人员甘斌通过航拍，监测建筑
的第五立面，即建筑的屋顶。
甘斌说，蔡松荣每周都会安排
他对相关建筑进行航拍，主要
就是检查屋顶有没有开裂，有
没有出现寄生榕。就在今年
上半年，甘斌已经把53个核
心要素的屋顶全部飞了个
遍。甘斌说，这轮航拍收获颇
丰，“发现了闽南圣教书局以
及中南银行旧址顶部出现寄
生榕”。

在蔡松荣看来，巡查员最
主要的责任其实是排查隐患，
对建筑的发展趋势做出预警，
这用专业术语来讲就是预防
性保护。去年，监测中心成员
许明程负责的一栋国保级文
物建筑——春草堂的一个门
框上出现了裂缝，为防止房子
后续出现问题，监测中心专门
请来三位专家会诊，还专门租
来专业的设备进行检测，保证
结论精准。“如果设备一直放
在那里检测也不现实，于是我
们就一个季度对建筑检测一
次。”蔡松荣说，怕时间太短数
据不够，监测中心直接为建筑
检测了一年。“我们费时费力
费人来做这件事，为的就是防
微杜渐。”蔡松荣说。

本版文/本报记者 邬秀君
本版手绘/张平原
这个暑假，许多重游鼓浪

屿的游客会发现，去年修缮完
工的八卦楼和两年前有些不
同了——八卦楼的门窗颜色
变了，样式也变了；八卦楼前
的庭院，多了一对石花座……
这些新变化，却是对这栋百年
老建筑本来面目的还原。

自申遗成功以来，得益于
厦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以及
鼓浪屿管委会对鼓浪屿世界
文化遗产核心要素持续有效
的管理保护，这些历经岁月洗
礼的建筑，“扫去岁月的尘

埃”，焕发容光。
为鼓浪屿世界文化

遗产核心要素排除安全隐患；
为核心要素的健康监测提供
宝贵的数据；收集尽可能多的
史料，发掘琴岛历史……这些
工作离不开这样一支队伍：鼓
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
（以下简称“监测中心”）团队，
前不久，该团队荣获福建省第
二届最美文物守护集体。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中南
银行旧址的监测中心办公地，
听监测中心主任蔡松荣及团
队成员讲述他们保护文化遗
产的故事。

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让一个人毫无保留地倾
注热情，我想那一定是真挚的热爱。采访中，一
提到有关鼓浪屿文史的内容，蔡松荣眼里便会闪
着光芒。在鼓浪屿工作至今，这座小岛他不知走
了多少遍，仍然会不厌其烦地拿出手机，去捕捉
不同时间段鼓浪屿的光影。他跟我说：“小邬你
不知道，鼓浪屿不同的时间，拍出来的照片都有
不同的美。”美是一方面，鼓浪屿厚重的多元文化
背景，我想才是对他最深切的吸引。

蔡松荣的团队成员大都和他相似。甘斌告
诉我，他住在鼓浪屿上，因为热爱，他和很多老鼓
浪屿人成了朋友，他甚至敢说自己比团队中的任
何人都了解鼓浪屿。参与申遗工作的邬永祥，同
样是一名文保“老兵”，我能想象到每次巡查三个
小时，他湿透上衣的样子。采访那天他对我说，
这没什么，都习惯了，是他应该做的。而刚工作
不久的梁静仪以及埋头研究的杨洁琼，在采访中
都给了我这样一种感受：这群人对这片小岛爱得
深沉，这份工作让他们感到快乐充实。

光有热爱还不够。如何提高整个团队的人
文素养，以利于档案研究以及整体工作的开
展？监测中心也在不断做出尝试。现在，监测
中心不定期邀请文史以及建筑方面的专家来给
团队成员进行通识教育。邀请的这些专家中，
有人讲鼓浪屿武术史，还有人讲南洋华侨等。

“我们在关注鼓浪屿文史时发现，有时候发现一
条线索，一连起来就是一整片，因此鼓浪屿不能
被孤立看待。”蔡松荣说，这也是做通识教育的
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信息壁垒，才能找到
普遍联系，做监测工作才会发现保护的意义有
多深远，你才能感受到保护一栋建筑其实是在

保护一段历史的见证，才会投入更多感情
到这份工作中，“通识教育无非就是

要更准确全面地理解关键问
题，看待历史”。

监测中心
成员在巡查中
为老建筑拍照。

工作人员
用无人机监测
建筑的第五立
面——屋顶。

特色鲜明的鼓浪屿建筑特色鲜明的鼓浪屿建筑。（。（资料图资料图//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铭鸿林铭鸿 摄摄））

▲鼓浪屿八卦楼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

他们是鼓浪屿文物守护人
给老建筑建起“资料库”
他们从史料中找寻
老建筑年轻时的模样
他们记录老建筑如今的容颜
“立此存照”帮文化遗产焕发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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