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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与传承中凝聚强大的前进定力
—习近平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福建纪事

 
 2021 年 3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这是 24 日下午，习近平在福州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参观严复故居。 新华社发

 
 1990 年 6 月 8 日，习近平在福州华林寺调研。

资料图片

（上接第二版）

这里曾是古老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前哨之窗，徐继畬从侨

居于此的传教士雅裨理手中获得素材，编著了《瀛寰志略》。这

里曾是开风气之先的国际社区，岛上的幼儿早在 1898 年便有机

会接受蒙台梭利教育；林语堂、林巧稚、周淑安……完备的教育

设施、中西融汇的教育理念让鼓浪屿上名人辈出、星光熠熠。

这颗闪亮的宝石，却一度蒙尘。

1986年的一天，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习近平在鼓浪屿

刚作完一场报告，走出大厅，时任厦门市博物馆馆长、负责八

卦楼修复工作的龚洁拉住了他。

“副市长同志，请您参观一下八卦楼。”龚洁发出邀请。

“好啊！”习近平答应得很干脆。

兴建于 1907 年的八卦楼，是鼓浪屿上的地标建筑之一，20
世纪 60 年代后被用作电容器厂厂房。1983 年，厦门市委和市

政府决定在此建设博物馆。前来探访的龚洁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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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来到八卦楼，在院落转了一圈。

龚洁说：“还有楼上。”

“我知道你的意思。”习近平马上说。“缺多少？”他边走边问。

“30 万元。”

“明天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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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就不够用了。习近平批下的 30 万元，十分珍贵。

龚洁至今难掩激动，“就是这么干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

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他拨出的这 30 万元，彻底扭转了一座百

年建筑的命运！”

整修后的八卦楼，红色大穹顶格外显眼，如今是国内唯

一、世界最大的风琴博物馆，在后来申遗过程中，成为鼓浪屿

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之一。

1986 年 8 月，习近平牵头编制《1985 年—2000 年厦门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特别做了一个附件报告——《鼓浪屿的社会文

化价值及其旅游开发利用》，对于鼓浪屿的价值进行了分析：

考虑到我国城市和风景区的建设中，能够把自然景观和人文

景观十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者为数并不多，因此很有必要视鼓浪

屿为国家的一个瑰宝，并在这个高度上统一规划其建设和保护。

“国之瑰宝”！这座小岛，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和八卦楼一样，当时的鼓浪屿正面临着一些十分紧

迫的问题：自然景观遭到挤占、蚕食、侵吞和分割；人文景观衰

退速度也在加快。

保护鼓浪屿，迫在眉睫！

为此，《鼓浪屿的社会文化价值及其旅游开发利用》报告

提出，“我们亟需有一个统管整体和全局的统一规划”，并建议

“鼓浪屿还应有这么一种政策规定，即岛内各种建设、扩建、改

建、翻修、拆建都要经过一定手续，经统一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后方能实施，而审查内容应包括功能、外形、体量、结构、色调、

风格及其与周围环境是否协调或有否产生其他不利的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在厦门市旅游局工作、曾参与《1985 年—

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编制的彭一万说，习近平同志

为大家打开全新思路，不仅限于风貌建筑，更用全局眼光进行

全岛保护，包括岛上的一草一木与历史人文资源。

2001 年 9 月底，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再度登岛。旅游

时代的鼓浪屿，如何保护与传承文脉？他提出新的思考——

鼓浪屿至少有四个特点可以大做文章，即风景系列、海洋系

列、琴岛系列以及人文系列。

2002 年 6 月 14 日，习近平到厦门调研，又登临鼓浪屿，看着

眼前百年风华的小岛，诗意地指出鼓浪屿是“女王皇冠上的宝

石”，强调要把鼓浪屿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鼓浪屿

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文化遗产保

护条例》……秉承着当年的战略规划，一系列法规措施应运而

生、相继出台，严格保护着全岛 931 处历史风貌建筑和 183 处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8 年，鼓浪屿正式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2012 年

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2017 年 7 月 8 日，在第 41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历

史国际社区”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 52 个世界

遗产项目（第 36 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鼓浪屿突出地反映了中外多元文化在各个方面的广泛

交流，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真实且完整地记录了其曲折的发

展进程和生动的风格变化，真切地反映了激烈变革时代的历

史。”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鼓浪屿见证了世界不同文化和价

值观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的历史，为中国和其他地区

不同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参考。

欣闻鼓浪屿申遗成功，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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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存千载丝路印记

如果说百年鼓浪屿是福建文明交流史上一段浓墨重彩的

华章，那么与厦门紧邻的泉州，则见证了千年来多种文明包容

互鉴的恒久力量。

每年春天，泉州满城遍植的刺桐树树冠上就会缀满红花，

远望似火，泉州也因此别称“刺桐城”。作为宋元时期的“东方

第一大港”“天下之货仓”，泉州刺桐港曾与世界近百个国家保

持着海上贸易，外国商人从泉州带走了中国的丝绸、茶叶、瓷

器，也带来了世界各地的奇珍异货和丰富多元的文化。

1991 年 2 月 16 日，作为泉州港重要组成部分的九日山，迎

来了来自非洲、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

绸之路考察队员 30 多人。

历史上，九日山前的梁安港古渡，一江晋水浩荡东去，波通

外海。在原九日山文管所所长胡家其的讲述下，一幅官方祈风

祭典的历史画卷渐渐展开：“当时只能凭风远洋，中外商船，夏

御东南风而来，冬乘西北风出海。官府为迎送蕃商首领，鼓励

来泉贸易，每年举行祈风祭典，敬祭海神，向通远王祈求赐风。”

在“山中无石不刻字”的九日山，考察队员留下一方英文

石刻：“作为朝圣者，我们既重温这古老的祈祷，也带来了各国

人民和平的信息，这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

对话之路综合研究项目的最终目的。为此，特留下这块象征

友谊与对话的石刻。”

泉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起

点城市。

福建省歌舞剧院以此为主题，编排了舞剧《丝海箫音》。

舞剧推出后，反响很好。没想到，有一位观众，观看演出后一

直惦记于心，并在 20 多年后，促成了这出舞剧的改编。

这位观众，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

2014年 5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简

称“亚信峰会”）在上海召开。对峰会上表演的文艺节目，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不能少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元素，建议筹备组进行补

充。他还特地提到，23 年前曾在福州看过舞剧《丝海箫音》。

“很快，我们就接到了通知，以《丝海箫音》为母版，新编

《丝路梦寻·海》，准备亮相上海。”福建省歌舞剧院原编导、《丝

海箫音》主创人员之一吴玲红记忆犹新。

经过紧张排练，2014 年 5 月 20 日，《丝路梦寻·海》作为“亚

信峰会”的开场歌舞，登上了国际舞台！

此后，福建省歌舞剧院在《丝海箫音》基础上，以“海上丝

绸之路”为主题重新创排了大型舞剧《丝海梦寻》。

2014 年 8 月，《丝海梦寻》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成功上演，

2015 年 2 月和 4 月，又先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巴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部会议厅上演。

当代的故事由今人演绎，先民的故事则透过文化遗产娓

娓道来。留住共同记忆，势在必行。

2001年 4月 20日，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到泉州调研，考察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船舶发展史陈列馆的进展

时，明确表示，“像这种有特色、有意义的项目应该大力支持”。

2001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研究

省文化厅提出的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的方案，同意以省人民政府名义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

请，同意成立福建省“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报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领导小组。

此前，省文化厅作了一份可行性报告，提出泉州作为国务院

公布的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许多文化遗迹与海上丝绸之

路息息相关。这些文化遗迹完整展现了长期建立在农耕文明基

础上的古代中国，在其海洋文明发展高峰时期的航运设施水平、

文化交流与港口城市的建设情况。同时，体现了古泉州作为宋

元时期东方重要港口城市的历史地位，从不同角度勾勒出 10 至

14世纪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城市的繁盛图景。

2002 年 6 月，习近平再赴泉州市调研时，对泉州市请求省

政府支持的事项作了议定，同意由省财政给予泉州市财力补

助，要求泉州市抓紧做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如今，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如同一艘远航归来的海船，静静停

靠在泉州东湖边。馆内，国内发现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宋代海

船，数百方宋元时期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石刻，各个年代

的外销陶瓷器，以及数量繁多的反映海外民俗文化的器物……

展示了中国古代海洋交通、航海科技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讲述

了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互融共生的历史故事。每年 2场以上

的外展，则让更多的观众领略了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海洋文明。

虽然元末明初的战乱和明清两朝的海禁，让泉州港盛景

不复，但融入血脉的文化烙印，却永久改变了泉州城的面貌。

福建最古老的佛寺开元寺里，婆罗门教的塔、印度教图案

的柱、狮身人面的台基、飞天乐伎的翅膀……这些细节讲述着

来自海外异国的传说。涂门街上，充满异域风情的清净寺，虽

地处闹市，却古朴幽静；抬眼望去，就是飞檐翘角的关帝庙，不

远处有一座供奉“海上女神”妈祖的天后宫……面朝大海的城

市里，人们胸怀像大海，征程向大海，兼容并蓄、爱拼会赢。

2019 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主席在金奈同印度总理莫迪举

行会晤时提出，支持中国福建省和泰米尔纳德邦、泉州市和金

奈城建立友好省城关系，谱写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

2017 年 1 月，国务院确定“古泉州（刺桐）史迹”作为我国

2018 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2018 年 6 月 29 日，第 42 届世

界遗产大会决定将“古泉州（刺桐）史迹”项目列为“发还待

议”，即缔约国需补充有关信息后重新提交申请并接受审议。

2020年 1月，我国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了重新编制的申报

文本，项目名称调整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项目整体由 22 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构成，分布在自

海港经江口平原并一直延伸到腹地山区的广阔空间内，完整呈

现了宋元时期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

多维度地支撑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一价值主题。

2021 年 7 月 25 日，在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

委员会一致决定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

为福建省第五处世界遗产。

凝聚多彩文明力量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世界历史的十字路口，各国

如何共同应对挑战、迈向美好未来？2019 年 5 月 15 日，在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明确回答：“既需要经济

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在他看来，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为平等交流而变

得丰富多彩，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在闽工作期间，如何借助多样化的交流媒介，以文化交流

促民心相通，习近平有着深邃思考。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福建，有着 1600 多

年的产茶历史。17 世纪的万里茶道，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

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全程约 4760 公里。到 19 世纪

中期，茶道延长到 13000 多公里。

盛夏时节的宁德福安市坦洋村，茶山青翠。百年前，坦洋

工夫红茶远销西欧后风靡欧洲皇室，成为英式下午茶文化的

主角之一，曾于 1915 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然而，上

世纪中叶，由于市场变迁等种种因素，坦洋工夫日渐没落。

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先后四次来到坦洋村调

研，提出了大力发展特色茶产业的建议，并对茶文化“走出去”

提出要求。“一定要珍视、保护、发展、应用好这个品牌，让坦洋

工夫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1990 年 5 月 4 日，即将赴福州上

任的习近平来到坦洋村，对坦洋工夫寄予厚望。

如今，宁德已成为福建茶叶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打造了

坦洋工夫、福鼎白茶等特色品牌。

闽茶在“一带一路”中亦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全国最大

的产茶省份，依托“闽茶海丝行”活动，福建累计在海外设立 12
个“闽茶文化推广中心”，闽茶香飘世界，在 17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消费者中享有盛誉。

八闽大地那抹清香，也始终萦绕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

2021 年仲春时节，武夷山脚下，星村镇燕子窠生态茶园里，在

福建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叮嘱乡亲们，“要统筹做好茶文化、

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

在外交舞台上，习近平多次以茶引题、以茶会友，在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生动阐释中国主张。

2017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习近平主席送出的国

礼，正是由福建代表性名优茶种——安溪铁观音、武夷山大红

袍、福州茉莉花茶、福鼎白茶、武夷山正山小种组成的礼盒。

“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

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

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

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2014 年，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

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以茶与酒，形象比喻中欧要共同

努力，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与茶叶制作技艺一样，作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瓷器烧制技艺，不仅蕴藏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也见

证了中外交流的繁荣历史，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始于宋、盛于元明的福建德化白瓷，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主要输出商品，曾被意大利传教士马可波罗带回欧洲，享誉

世界，被西方称为“中国白”。然而，近代以来，陶瓷作为德化

县支柱产业，较长一段时间受困于“小、散、低”模式。

2001 年 4 月 19 日，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深入德化县调

研，为陶瓷业发展指明方向：“要紧紧抓住陶瓷这一支柱产业，

结构调整要围绕特色来优化，并不断向工艺县发展。”

不仅如此，习近平还对瓷文化寄予厚望。“他详细了解陶

瓷烧制工艺流程及陶瓷成分材料，对每件作品的创意构想、表

现形式都饶有兴趣地谈论，还提出了殷切期望：精美的瓷器

做出来、摆出来，还要传出去。”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陈桂玉对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调研宏益陶瓷研究所的情景记忆犹新。

牢记“传出去”的殷切嘱托，千年窑火重放光彩。“陶瓷伉

俪”陈桂玉、柯宏荣的作品《鹭岛女神》与《祥云平安》，被作为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国礼。“世界陶瓷之都”德化持续加

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乘着“一带一路”东风，“走出去”

与“请进来”并举，推动“中国白”再出发。

以茶、瓷为媒，得海洋文明风气之先的福建，在对外文化

交流中一路先行。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高度重视福建特色

文化的交流传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扩大“朋友圈”的桥

梁纽带。

日本长崎县历史文化博物馆里，“明朝体”书法作品、唐寺

模型、妈祖雕塑……一件件藏品、一幅幅图片，都在诉说着中

日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

2015 年 5 月 23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特别

提到：“我在福建省工作时，就知道 17 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

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

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 年，我访问日本时，到访了北九州等地，

直接体会到了两国人民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

他说：“中日一衣带水，2000 多年来，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

心中的主旋律，两国人民互学互鉴，促进了各自发展，也为人

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在闽工作期间，习近平高度重视

福州与日本那霸市的友好往来，率团赴那霸参加两市结好 10 周

年纪念活动；支持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建设，强调“妈祖文化具

有很高的旅游文化品质，很好地反映中华民族的性格，通过世界

的交流和传播能树立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今日福建，

接续保护文化根脉，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应有之力。

第三篇章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历史如河，川流不息。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生态兴则文明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站在对人

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精粹，赓

续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文明根脉。

炸药包下抢救万寿岩

三明市三元区岩前镇岩前村，有一座金字塔状孤峰。这

便是万寿岩。作为福建省唯一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一

廊万寿十二景，树绿花红果飘香”，似乎正透过山水，娓娓讲述

着史前的故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了万寿

岩遗址。90 年代末，经科学考古发掘，万寿岩出土大量远古人

类制作的石器、人工石铺地面及哺乳动物化石，将福建最早的

人类活动时间提前到 18.5 万年前。然而，这个被誉为“南方周

口店”的万寿岩，却险些毁于炸药包下。 （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