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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
厦门文化
艺术部落

从内厝澳码头出来，步行两分钟左右就能看到鼓浪
屿美院的标志。走进园区，一股浓郁的艺术之风和清幽
雅致的校园环境扑面而来。古老的榕树枝繁叶茂，满墙
的爬山虎恣意生长。漫步其中，随处可见往届学生凭借
想象留下的当代雕塑艺术，静静伫立在校园之中。

2010年，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整体搬迁至集
美区大学城后，鼓浪屿校区一直处于空置状态。2018年，
福州大学、建发集团、联发集团三方携手，启动这座旧校
区的修缮提升项目，共同探索鼓浪屿的人文回归和艺术
重塑之路。

设计团队在尊重校园历史、保留原有人文风貌的基
础上，围绕“国际艺术交流展售中心、美育传承与非遗中
心、新度假消费体验、美学与社交生活”四大主题对园区
进行提升改造，使其从一个封闭的校园转变为向公众开
放的艺术园区。

经过修缮，全新亮相的鹭潮·鼓浪屿美院焕然一新，
生态之美越发可见，自然植物与建筑共生、与雕塑共融，
各种飞鸟来栖，悦耳动听，打破了久违的沉寂。自2022
年开园以来，鼓浪屿美院每天入园人数大概占上岛人数
的10%，而这个数字还在渐渐扩大。鼓浪屿美院的标志
性建筑——红色跑道、雕塑走廊、旋转楼梯等，翻新后也
成了游客热门的打卡点。

本报记者 陈冬 许舒昕
漫步鼓浪屿，“遇见”的都是流淌的

音符和诗句。
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节，鼓浪屿吸

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第十二
届鼓浪屿钢琴艺术周汇集来自世界各
地的顶级钢琴演奏家、音乐家，精品音
乐会、青少年钢琴比赛、钢琴特色专题
活动以及庭院音乐会、沙滩音乐会、共
享钢琴等系列活动，让大家在天风海涛
中共享一场“黑白琴键”组成的听觉盛
宴；位于西岸的鹭潮·鼓浪屿美院，进行
的是“岛屿重回计划”特别篇章，各种文
艺活动开展得风生水起，为这个文化底
蕴浓厚的历史国际社区增添了年轻活
力和艺术气息，也让其成为厦门文化艺
术的潮流新地标。

今天的鼓浪屿，艺术重新生动起
来，链接美好，音乐之岛迸发出丰富多
彩的文化魅力，一个国际化复合型的文
化艺术部落正在逐渐形成。

鼓浪屿是世界文化遗产，面积仅
1.88平方公里，却先后出现百来个音乐
世家，钢琴密度居全国之冠，2002年被
中国音乐家协会命名为“音乐之岛”。

然而，鼓浪屿的“商业气息”曾经一
度掩盖了“艺术气息”，岛上的音乐声越
来越少，最富小岛特色的家庭音乐会面
临传承断档。

2017年鼓浪屿申遗成功后，鼓浪
屿管委会加大力度推进文化回归，积极
弘扬鼓浪屿音乐文化特色，一边积极为
音乐文化建设营造氛围、搭建平台，将
钢琴博物馆、风琴博物馆、管风琴艺术
中心等岛上展馆和音乐资源重新整合，
打造音乐主题博物馆、陈列馆，策划“我
在鼓浪屿弹钢琴”和“我在鼓浪屿上赏
南音”活动；一边推动本岛居民积极参
与音乐文化建设，培育本土音乐人才，
引进上海音乐学院的教育资源，打造上
海音乐学院鼓浪屿音乐研究中心，创新
院校、馆校合作模式，让鼓浪屿的“音乐
DNA”动起来，逐步恢复“音乐之岛”原
有底色。

近年来，鼓浪屿的音乐盛事持续不
断，除了诗歌节、钢琴节、音乐节、合唱
节等各种鼓浪屿传统品牌音乐活动外，
各种音乐快闪、音乐沙龙、演奏会、家庭
音乐会在岛上常态化上演。以今年中
秋国庆假期为例，第十二届鼓浪屿钢琴
艺术周围绕“浪漫世遗 乐享琴岛”主
题，举办了70余场活动，邓泰山、皮特·
帕拉契尼、乔安娜·克莱尔·麦克格雷戈
等世界顶级钢琴家和吕思清、秦立巍等
音乐名家齐聚一堂，奉上一场场音乐盛
宴。面向公众推出的“共享钢琴”，邀请
市民游客弹奏属于自己的音乐，沉浸式
的音乐体验俘获不少市民游客的心。

今年5月，“鼓浪屿驻岛艺术家计
划”正式启动，法国钢琴家米歇尔·达尔
贝托签约成为首位鼓浪屿驻岛艺术家，
并在鼓浪屿举办钢琴音乐会、音乐沙龙
及大师班等活动，他曾表示“以音乐为
媒，通过这样的方式促进和加强中法两
国文化交流。”在第十二届鼓浪屿钢琴
艺术周举办期间，邓泰山、皮特·帕拉契
尼成为鼓浪屿驻岛艺术家。

今年7月，多项音乐合作项目落户
鼓浪屿，这其中包括鼓浪屿驻岛艺术
家、中国电影资料馆、珠江钢琴集团、宫
廷乐器展等。这些多元的音乐合作项
目将为鼓浪屿“音乐之岛”建设增添更
多、更新、更生动的注脚。

一群热爱音乐的人，自发
地聚在一起举办家庭音乐会，唱
唱歌，聊聊音乐，谈笑风生，轻松
自在，这是鼓浪屿人由来已久的
生活方式，现在重新回归了。

多年前还是杂草丛生、鲜
有人至的鼓浪屿美院，如今成
为开放式的艺术园区，一举办
艺术活动，常常高朋满座，充
满生机，在攒动的人群中，年
轻观众的艺术热情正喷涌而
出，整座岛屿的文化氛围感不
断增浓。

这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
的小岛，人文精神和艺术风采
正在焕发新光，期待在这片艺
术热土上能涌现出越来越多
厦门本土的青年艺术家，也欢
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到这
里交流创作，共同点亮鼓浪屿
的人文艺术之光，为鼓浪屿的
文艺复兴助力。

人文艺术之光
点亮鼓浪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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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文化回归
沉浸音乐体验

为培养年轻一代感受鼓浪屿的文化魅力，进行深度
观览学习，鼓浪屿美院联合优质合作机构开拓艺术主题
的研学业务，如“小小建筑师”“一花一世界”“小小世遗
官”等，让孩子们在文化艺术熏陶中，去聆听、触摸、感受
鼓浪屿丰富多元的世遗内核。

林入告诉记者，近几年，不少鼓浪屿二代、三代怀着
传承鼓浪屿文化的情怀投入其中。如林秉记的创始人林
聪海从小在鼓浪屿长大，立志于传承和发扬闽南人制饼
的手艺；鼓浪屿口述历史协会会长黄长铗，倾心于鼓浪屿
口述历史研究，正尽己所能将鼓浪屿的历史保留下来。

“鼓浪屿美院就像一个部落，把大家汇聚在一起，经常与
鼓浪屿二代、三代和岛上的单位、机构进行互动，邀请不
同的人开设人文历史课程。”

鹭潮·鼓浪屿美院联合凤凰艺术共同打造了一个文
化展示空间——鼓浪屿当代艺术中心KCCA，以展览和
多元媒介延续鼓浪屿的美学传统与文化脉络，展现当代
鼓浪屿文化的多面性；今年夏天，舒楚天、赵玉两位不同
背景的艺术家在鼓浪屿陆续完成了各自的驻地艺术创
作，用不同媒介重塑着海岛故事，这是集美·阿尔勒携手
鹭潮·鼓浪屿美院联合发起的“2023艺术驻留计划”，驻留
创作的作品将在2023第九届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

“在地行动”单元展出；鼓浪屿美院还引入厦门珠绣、鼓浪
屿世青艺术教育、见南花、柠檬书店、厦门服装设计师等
优质品牌，延伸多元的人文体验空间。林入说，希望把富
有厦门特色的文创产业逐渐聚集到鼓浪屿美院这个空
间，形成一股厦门的文化艺术力量。

2022年的五一假期，鹭潮·鼓浪屿美院联合厦门SM
城市生活广场，通过“一张船票，重回鼓浪屿”开启“岛屿
重回计划”的扉页，该活动得到市民、游客的积极参与，吸
引近万人次走进鼓浪屿美院。

谈起举办活动的初衷，鹭潮·鼓浪屿美院总经理林入
说，“在当时疫情的影响下，小岛没有了游客大军、各类网
红店，我们想呼吁更多人通过重回鼓浪屿，感受喧嚣褪去
后生活与美学共生的岛屿原貌，深入体验、感受鼓浪屿的
人文历史。”今年，岛屿重回计划2.0以“自在鼓浪屿”的新
主张再次出发，举办“医师的自在夏日”“岛与摇摆节”、艺
术展览、主题市集、手作工坊等系列活动。

在“岛屿重回计划”的背景下，鼓浪屿美院每年都会邀
请艺术家来到鼓浪屿的街头写生，去年是“水彩鼓浪屿”，
今年是“水墨鼓浪屿”，明年计划推进“油画鼓浪屿”，用画
笔再现鼓浪屿的百年风采。在活动中，林入和团队成员收
到许多游客的正向反馈，不少围观的路人纷纷表示，已经
很久没有在鼓浪屿的街道看到支着画板写生的人了。

今年1月，一场名为“不懂艺术节”的艺术群展在鹭
潮·鼓浪屿美院开幕，开展第一天近四五千人的流量，为
鼓浪屿春节游带来了一波小高潮。“不懂艺术节”通过线
上征集招募和定点邀约，吸引20余组不同领域的艺术
家、创作者等进行跨界交流、创作和互动。相关策划人员
表示，举办“不懂艺术节”是带着“允许一部分人先艺术起
来”的初衷，希望通过对“不懂”的发问，让观众对生活、艺
术有所思考。

如今，“岛屿重回计划”“不懂艺术节”等品牌活动，已
成为鹭潮·鼓浪屿美院的代表性IP。

修缮提升旧校区
成为网红打卡点

启动“岛屿重回”计划
打造代表性 IP

聚焦年轻一代
开拓艺术研学

▲第四届鼓浪屿音乐节管风琴专场。
（鼓浪屿管委会 供图）

▲国庆期间举办的广场音乐会吸引不少
游客驻足观赏。 （鼓浪屿管委会 供图）

▲鼓浪屿庭院音乐会的举办，让这一音乐
传统文脉再度焕发新的生命力。

（鼓浪屿管委会 供图）

▲鹭潮·鼓浪屿美院的旋转楼梯。（鼓浪屿美院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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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与摇摆”摇摆舞会。（鼓浪屿美院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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