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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透过城市建筑形态，发出了巨大的回响，诉说着变迁与衍生，那一圈又一圈荡起的涟漪，就像记
忆的年轮深犁在城市的脸庞上，勾勒着过去与现在，连接着前生与今世。
我们浏览不同年代的建筑，有如翻看城市匆匆走远而又来不及褪下背景布幕的活剧一样，不经意间探
视了我们居住的城市曾经上演的剧情，找到了我们居住的城市发展的脉络，梳理了我们祖辈拓疆辟土
的路径，连贯了先民们约定俗成的市井文化。
《厦门日报》是一份与这座美丽的港城共同成长的主流报纸，她始终胸怀着关注厦门，服务厦门的理
想宗旨。
当厦门加快现代化城市建设，与所有历经旧城改造的城市一样，必须面对如何让展现城市人文血脉的
形态标本一一历史风貌建筑得到妥善保护并发挥功用时，《厦门日报》站出来了，她及时把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市民群众的意见建议整合刊发，策划组织了政府与市民的座谈活动，有效地沟通了上下
关系，形成最好保护利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共识与行动。
其实，更多的时候，新闻媒体是一座桥，一头连着市民，一头连着政府。
百姓想说的，政府想做的，通过这条特殊的管道上传下达，可以很快取得认识一致的效果。
都说“种子在适温的土壤里萌芽，策划在碰撞中闪现火花”。
一个好的新闻策划是新闻人梦寐以求的。
在我们幸运的背后是执著的精神——始终做读者最亲近的朋友——想他们所想，说他们所说。
这个策划的执行团队——《厦门日报》周刊部的编辑们个个是业务的好把式，卢志明是他们中的一员
。
这个部组建时我出任主任，“讲述老房子的故事”选题确定后，我指定卢志明参与，实事求是的说，
那时的他并没有特别显露在乡土民俗的采编专长，但是我明确要求他应该从这方面突破，甚至提出他
应该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事隔多年，现在想来，当时的选择也不是“拍脑袋”的，一来在平常的接触中，知道他对厦门民俗民
风收集的爱好；二来当时他没有找准自己业务主攻方向，在以前的部门一直不受重用。
只要我们给予阵地指明目标，他会把握机会，努力表现的。
我的话他是有听进去的，从此也非常的“吃志”，交办的任务全力去做。
我不时的给他加油鼓劲，出主意提建议，也把交给他的阵地由专栏扩大到专题直至专版，给了他潜心
收集研究乡土素材的机会时间和交流平台。
谈论起《厦门日报》2001年期间特别策划的关注社会民生话题的“讲述老房子的故事”系列报道活动
，同行和读者至今津津有味。
在我看来，这次策划不仅引发了冰点问题成热门话题，更重要的是引领社会形成一种观念，那就是城
市居住文明是中国文化及其传承的核心，每一座古建筑其实都是城市生命进程中的一个节点，揭示着
居住群落对城市的一种慎终追远的契机。
在一次世界建筑师的学术会议上，与会发言者同时提到中国的旧城改造模式。
专家认为，“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同时，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
他们指的“破坏”就是成片推倒的旧城改造。
建筑专家指出，建筑是石头书写的历史，人们谈到保护历史风貌建筑，喜欢算经济账，认为这是花钱
不讨好的事，“其实，它们产出的效益往往高于地产商算盘里的数字”。
厦门一位知名作家曾举了上海那座小小的城隍庙为例，说明它“造就了一个繁华的世界，活跃的商贸
循环至今仍在围绕着它不断地做大”，推动城市旅游资源的增值。
城市规划难就难在如何达到一种发展与保护的协调。
厦门市副市长潘世建在《厦门日报》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用“挑担子”做了形象比喻：一头是做大
城市经济总量，一头是传承城市人文血脉，如果没有找到平衡点，城市经营的路子免不了磕磕碰碰。
他还提醒在座的政府部门官员，历史文化遗产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保护老房子的意义超越了它的实
用价值。
如果历史动不动就被推土机整页整页地推翻消失，巨大的浪费不说，城市看不到自己历史的传承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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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轨迹，永远都在浮动没有根基。
顺着这个说法，保护老房子就是保护我们居住的环境，保证城市有序的发展。
一座老房子的拆倒，就是带走一段历史，就是封堵一道时间隧道的源头，我们不能让开发商的利益驱
动割断人类历史的脐带。
可喜可贺，胡锦涛总书记提倡的和谐社会理念深入人心，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人们重新发现智慧，重
新认识生态，重新发现相处，重新认识取舍，城市经营回归文明构建本意，回归城市发展溯源。
《厦门文史丛书》编委会把卢志明采访撰写的《厦门闾里记忆》编列其中，慧眼独具，功德无量。
翻看图文并茂的书样，在作者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我仿佛推开历史一扇扇沉重的宅门，走进一个个真
实的霎那，古城年轮、阊巷屐痕、海天情愫、文采风流，四个篇章依次展开，移步换景，美轮美奂。
掩卷遐思，我完成了参与古城辉煌岁月的欢愉，体味了先民筚路蓝缕的辛苦，感悟了造屋推时算秒的
用心，窥视了族亲年节礼数的奥秘，明白了两岸五缘六求的真切。
就像登上华山天险下来站在回心石下，再回首翘望那干尺险峰，连自己都无法想象是怎样爬过来的一
样，卢志明手捧自己的书稿一定感慨良多，但是他一定记起这座岛城给予的厚爱，一定记得挫折失败
给予的磨练，一定感谢厦门日报社同仁给予的鼓励，一定感念亲朋好友给予的关心。
斯大林说，伟大的目标能造就非凡的人才。
我想，他是以学术成果回报了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人。
江曙曜2008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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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多年从事厦门本土历史地理人文的专题采访和报道，以亲访、亲见追溯厦门城市历史、人文
发展轨迹，追寻厦门与台湾深厚亲情，探寻掩藏民间之闽南历史文化遗存，因整理结集成书。
翻看图文并茂的书样，在作者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推开历史一扇扇沉重的宅门，走进一个个真实的霎
那，古城年轮、阊巷屐痕、海天情愫、文采风流，四个篇章依次展开，移步换景，美轮美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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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漫步提督府后花园走进工人文化宫后面的厦门古城墙遗址，这里有古木参天、奇岩怪石，鸟叫
虫鸣，一下子恍若进入了时间隧道，这一带正是历史上福建水师提督府的后花园，掩藏了一段闽台共
治的渊源。
在清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闽台两地同属于一个军事体系，台湾作为福建水师五镇之一，其总兵由福
建水师提督节制。
现在我们置身于厦门古城墙遗址里，这一带即为福建水师提督衙门后花园。
尽管被历史的风雨冲刷了300多年，我们从一些遗存上依稀可以追寻到当年那些叱咤两岸风云、署理闽
台军务将军们的风采。
在一块巨石上，镌刻着“瞻云”二字，为当年驻节厦门的福建水师提督甘国宝所题。
甘国宝曾任台湾总兵，清高宗诏谕：“此系第一要地，不同他处、非才干优良见识明澈者不能胜任”
。
在台期间，甘国宝奉令严守海疆，驱除外寇，巩固海防，并深入民间特别是原住民地区，了解民众疾
苦、熟悉当地民情，倡导礼仪，鼓励耕种，促进了迁台居民和当地原住民的团结和睦，使“兵安其伍
、民安其业”。
当他调任福建水师提督时，百姓送万民旗、万民伞，同舟送至鹿耳门。
而“瞻云”二字也涵蕴了这位将军怀念台湾之意。
曾有专家告诉我们，在现厦门市图书馆中山公园分馆的道台衙门旧址，可能也是一处闽台共治的台厦
兵备道旧址。
这个地方距水师提督府不过数百米之遥，确切地说，这是设立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兴泉永道署
旧址。
此地本名柳树河，解放初期还保留着一些道署的古建筑，可惜毁于“文革”。
关于台厦兵备道的旧址所在地，说法不一，有的专家认为兴泉永道就是在台厦兵备道的原址上建立，
二者所处的是同一个地方，因为古代官署地址一般比较稳定，变动的可能性较小。
在旧址上，我们另外发现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攻陷厦门，霸占了这个道署，
并于道光二十五年将其拆毁，改建洋楼，作为领事馆。
当时，厦门人民坚持不懈地展开反抗侵略的斗争。
同治二年（1863年），清政府收回道署旧址。
翌年，道尹曾宪德召工拆除洋楼，重建道署，并将这一段历史刻石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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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厦门自明洪武十五年建城，就一直浸润在海洋气息之中。
清道光年间，兴泉永道周凯总纂《厦门志》即指出：厦门东抗台澎，南连百粤，人烟辐凑，梯航云集
，是为东南第一大都会。
况且海道通大洋，自古厦门人喜为弄潮儿，过台湾，下南洋，“贫者为佣，搏升斗自给；富者挟资贩
海，得捆载而归。
”辟为通商口岸后，此风尤甚。
数百年来，中华文化由此向海外传播，西洋文化随波涛在此交汇，使得这座港城积淀了丰厚的历史记
忆，这其中有辉煌，有喜悦，有坎坷，有酸楚⋯⋯这些记忆就掩藏在古城老屋，掩藏在闾里街市，掩
藏在岁月深处⋯⋯形成了本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作为厦门日报专刊的编辑、记者，几年来一直从事着本土地理人文的专题报道，与历史研究不同的是
，新闻工作更注重从新的视角中挖掘最受多数人关注的本土文化，从民众中，从资料外发现被掩藏的
历史人文，更重视历史文化的当代回响，让人们轻松地感知生动真实的历史文化。
书中每个篇章，每个发现，每个追溯都是亲历现场的采写，有的则是几番深入调查的展获。
今春适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编辑厦门文史丛书，主编洪卜仁先生一再鼓励，
给予指导。
因此，从近几年来本人采写的相关专题中选其精粹，融入新成分，进行重新撰写而成。
敢不揣卑陋，奉付梨枣。
本书的编撰可追溯到2002年3月，当时厦门日报周刊推出“讲述老房子的故事”系列。
总编辑李泉佃先生当时即指出：厦门日报应关注厦门的文脉，厦门的历史。
时任周刊部主任，现任厦门日报副总编江曙曜先生撰写的“公开的稿签”中更畅言：“为厦门留住历
史文化的传承和进步的轨迹，让厦门成为有故事的城市，这是家园的幸事，儿孙的福祉。
”在此要深深感谢日报总编李泉佃，深深感谢江曙曜副总编在百忙中为书作序，深深感谢洪卜仁先生
不弃细流，多次为本书修改校正史实，深深感谢厦门日报周刊历任领导的支持，尤其要感谢：厦门市
政协“厦门文化从书编委会”的指导与支持。
取善辅仁，皆资朋友。
几年来，同仁郑宪、友人白桦、李世平、林剑影等一直为留住这些历史记忆怀着热情参与到其中，殊
为难能可贵。
多位文友参与了采写，其中吴慧颖、许丹加入本书的编辑，李文轩、杜小霞、沈冬丽、董祝梅、陈凌
、高浔、李玉玲、许立秋、颜有能、郑春萌、郭彩蓉、刘琴、书村、沈毅玲、叶龙杰、黄熙雯、向雯
、侯功挺、陈瑶、罗维维、李斯蕻等都曾相濡以沫，深入闾里，用脚撰文。
而张再勇、吴鹤立、林静灿、张晓良、黄颂华、黄天赐、林庆明、黄伟生、曾波、陈珍铃、陈和杰、
卢合浦、廖艺聪、张亚狮等诸多读友都曾提供极有价值的线索，在此深表谢忱。
厦门这座港城的历史人文可以远追盛唐，人文积累的丰厚，我们对闾里记忆的搜寻也还很有限，仓促
成书疏漏难免，还有望方家指正。
随着时间的延伸，将有更多的记忆等着你我共同发掘，为厦门历史文化共同来积累。
卢志明于2008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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