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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花园，乐动厦门。百年书院翰墨香，漫步承载着

厦门精神文化的书院，感受“文化中心”厦门的人文魅力。

（来源：厦门文旅、同安文旅、金沙书院、今日海沧、阳光马巷）

茂林修竹，习习清风。山海之间，百年书院。近日，历

经近 500 年的金沙书院在海沧湾畔焕发新生。一起走

进厦门百年书院，闲庭信步，凝神静思，沉浸感受鹭岛

人文印记与中式美学。

玉屏书院是厦门岛内

创建较早且规模和影响较大

的书院，始建于清康熙二十

年（1681年）。1953年，厦门

一中校址迁移，玉屏书院旧

址改建为厦门第五中学，

现为厦门实验小学，校内

“玉屏亭”碑亭所在的操场

墙上至今仍嵌有一块乾隆

年间的“玉屏书院”石匾。

曾经教导学子中西

兼修、教授四书五经的同

时也教授英文、设立音乐

教室……清代嘉庆年间

芦塘社开基祖陈国贤家

族设立的芦塘书院，是芦

塘社内 12 幢明清闽南特

色古厝之一。

时光荏苒，如今的芦

塘书院，成为了一座开在

红砖古厝的社区书院，别

具特色的“四点钟课堂”

让这里充满了孩子们的

欢声笑语。飞檐翘角的红

砖古厝中，孩童们稚嫩的

读书声萦绕耳畔，仿佛穿

越时空，讲述着延绵千年

的耕读文化。

翔安区马巷街道有一座

拥有150余年历史的书院，

它自建立以来，培养了不少

名人学士，是当地的文化摇

篮，它便是舫山书院。

这幢典型的闽南明清

古建筑，始建于清朝同治

六年。百年历史的舫山书

院一直都发挥着传承发

展文化的作用，是如今马

巷中心小学的发源地，培

养出了一批批优秀人才。

一直以来，舫山书院

在老马巷人的心中都占有

较高地位，它的历史当地

老人都能娓娓道来。老人

一个多世纪前，厦门

乃至福建第一所现代意义

上的大学“同文书院”诞生

在背靠厦门城、远眺鼓浪

屿的同文顶望高山上。作

为厦门第一所现代新式学

校，同文书院创造了多个

“第一”：它是福建省第一所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首开

厦门学校男女同校先河，

厦门的第一个水泥篮球

场、第一支篮球队、第一个

广播电台皆诞生于此……

堪称厦门的文化地标。

同文书院虽止于战火，

文脉却生生不息。如今，同文

书院旧址已作为办公教学场

所使用。但我们站在同文顶

上，仿佛依然可以听见鹭江

两岸，书声琅琅，海天回响。

百年前咖啡馆

已成厦门时尚消费
厦门的咖啡文化，至少可以

追溯到百年前。据闽菜文化专

家、中国饭店协会地标美食评

审委员许晓春介绍，咖啡由南

洋传入厦门后，深受时髦人士

喜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在厦门上咖啡厅是时尚女士、

绅士们最流行的雅事。当时厦

门的咖啡馆大多兼供西餐，暑

天则加售冰激凌、汽水等冷饮，

咖啡馆适合小型宴会、聚会或

者各种小饮。在《厦门指南》《厦

门工商业大观》等书中，均对咖

啡馆有相应的记载：“有的饭店

里兼设有咖啡座，比如厦门大

饭店四楼设有咖啡座，美园饭

店的中菜部也兼有咖啡牛奶等

饮品；有的滑冰场里也附设咖啡

座，比如当时厦鼓第一家‘厦门

滑冰场’里就有咖啡饮冰座，有

的则是在咖啡馆里附设滑冰场，

甚是有趣。”

更有意思的是，从当时的一

些报刊广告中可以看到，部分厦

门的咖啡馆还有京剧、南乐表演、

歌舞助兴，甚至是气功表演，鹭江

道的“江滨咖啡座”附设演唱南

乐，位于公园内绿亭的“良友咖啡

厅”则除了提供咖啡还有牛乳、西

饼及附设游船出租。有的咖啡馆

海报上经常列有当日上演的剧

目，比如“玉堂春”“穆桂英”“文昭

关”等等，并且有“特聘京沪名伶、

名票”的宣传。

咖啡文化

滋养城市的每一分子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

期，厦门的咖啡馆发展迅速，厦门

市烘焙与咖啡协会副会长宋伟前

在接受采访时说：“厦门处于改革

开放最前沿，精品咖啡、奶茶都较

早从海峡对岸传过来，2013 年前

后厦门的精品咖啡进入一个高峰

期，南华路、筼筜湖畔等，都是年轻市

民群体和外来游客必到的打卡点。厦

门也是举办高级别赛事和咖啡主题

展会较早的城市，一度引领着中国特

色咖啡文化和产业新潮流。”

“那时候，厦门的咖啡文化

和制作水准在全国是数一数二

的，不但吸引游客慕名前来，外地

很多同行要开咖啡店，也都会来

厦门走一圈”。陈耀彬，这位担任

SCA（精品咖啡协会，全球最权威

的国际精品咖啡组织）考官与教

育官以及多项王牌赛事评委的

“大咖”，也在接受采访时谈及厦

门咖啡文化的高光时刻。

近几年全国各个城市咖啡业

发展迅猛，厦门咖啡行业的优势

不再明显，但咖啡文化依然盛行，

厦门咖啡馆大众化、时尚化和个

性化的发展趋势，诠释着这座城

市文艺、浪漫、时尚的气质，滋养

着热爱咖啡文化的市民游客。

（综合厦门日报和腾讯网报道）

岁月变迁，洗尽过往

铅华。同安文公书院穿过

漫长的岁月，在风雨沧桑

中传颂着鹭岛的文化风

韵。因书院同时祀朱熹，

故也称朱文公祠，是厦门

最早的书院。

据《同安县志》记载，

文公书院始建于元至正

十年（1350 年），明嘉靖年

间，文公书院从同安县城

之东，迁建于梵天寺后

面。文公书院迁至此处已

有近 500 年历史，被列为

同安县文物保护单位。

同安是朱熹首仕之

地，并在同安开创讲学之

风，文公书院是朱熹“兴贤

育才”思想延续的实物见

证，从书院走出蔡复一、蔡

献臣、许獬等众多同安历史

名人。如今，书院后进正中墙

壁，还嵌置着一幅明代成化

年间镌刻的朱熹石头画像，

据传是朱熹生前对镜自画，

是文公书院最珍贵的文物。

6 月 21 日，金沙书院

正式落成。历经近 500 年，

这座承载着闽南地区深

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学堂，

在厦门海沧湾畔重生。夜

幕降临，华灯初上，金沙书

院更加优雅迷人。

金沙书院之所以令人铭

记，是因为它曾重刻了一幅

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地图

《古今形胜之图》，这幅地图

是目前有据可考的最早传入

欧洲的中国全图，见证了厦

门海沧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节点的辉煌历史。

厦门首个文化历史类

沉浸式体验展“古今形胜之

图数字艺术展”，让这幅地图

以数字化的方式在馆内展

出。书院内还有当代漆画名

家的 6幅大型漆画作品，以

及2幅国画长卷珍品，让你

感受厦门作为中国现代漆画

艺术发源地之一的文化底蕴。

6月底至8月中下旬周

末期间，以“礼、论、乐、书、集、

学”为主题开展为期七周的

特色活动，涵盖非遗国学、礼

仪、民俗等内容，以及鹭岛诗

会、文化市集、互动游戏等

多种形式，很适合假期来

此感受文化艺术熏陶。

凤山书院，位于厦门市

集美区灌口镇风景湖公园

内。清乾隆十一年（1746

年），同安知县张荃善于安

仁里凤山之上兴建凤山书

院，是厦门最早的书院之

一。在辛亥革命时期，还发挥

着闽南同盟军基地的作用。

历史上，凤山书院培

育了众多英才，如侨领张

永福，辛亥革命志士陈瓞

臣、庄尊贤、陈延香、庄右

南、肖甸帮等。如今，你还

能在假期、周末来凤山书

院偶遇“四书五经”等国

学经典诵读及传统礼仪、

古乐器等课程，感受“国

学课堂”的氛围。

厦门最早朱熹首仕

海丝印记明朝瑰宝

英才培育国学课堂

红砖古厝书声琅琅

巷陌古建百年风华

文化地标多项第一

童声诵读文脉流传

厦门的“ ”
作为沿海城市，厦门的每个角落都浸泡在地缘关系带来的影响之

中。这里的人们祖辈多数都有下南洋讨生活的传统，足迹遍布东南亚，随

华侨的资产流回厦门的，还有花砖、洋楼、椰风蕉雨，以及饮咖啡的习气。

这种饱含香气、味型复杂的饮料，作为海派悠闲生活方式的象征，意外地

与厦门的慢节奏气质暗合，虽然远谈不上底蕴深厚，却好像包子笼屉里

那层垫了许多年的松针，完全能够作为此地生活的一重底色———即便受

环境影响不断发生流变，到底周而复始，形成了自己的潮汐。

们说，《小城春秋》作者高云

览，在1929年至 1931年期

间，就在这里执掌教鞭，并

写下了处女作《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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