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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塘书院位于海沧青

礁村，始建于清朝嘉庆年

间，最初设立于芦塘祖祠

光裕堂内，是陈氏一族的

独办学堂。在那个重视耕

读传家的年代，它为家族

子弟提供了学习四书五经

等传统文化的场所，开启

了他们的知识之门。在其

发展历程中，芦塘书院有

着独特的教学特色，不仅

教授传统国学经典，还曾

教授英文、设立音乐教室，

堪称中西合璧的教学典

范。

2016 年，陈氏家族后

人积极响应海沧街道提倡

的“传承耕读文化、推进转

产就业、发展集体经济、建

设幸福家园”，众人将陈氏

祠堂义务捐出来，促成了

芦塘书院再兴计划。如今，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这里已化身村庄公众大学

堂，经常开展公益课程和各

类文明实践活动。

去年 8 月，厦门大学嘉

庚学院敬贤学堂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队前往芦塘书

院开展“大手拉小手，共筑

闽台情”的主题公开课活

动，通过实地参访、“小小解

说员”培训等形式，深耕两

岸乡土、厚植爱国情怀。

漫步于芦塘书院，映入

眼帘的是飞檐翘角的红砖

古厝，古朴而典雅。在这充

满古韵的建筑里，孩童们那

清脆稚嫩的读书声悠悠传

来，萦绕在耳畔。这声声读

书，好似时光的使者，带着

我们穿越岁月的长河，娓娓

诉说着那传承千年、未曾断

绝的耕读文化，让这份深厚

的文化底蕴在空气中静静

流淌。

鸿山书院位于拥有厦门

八大景之一“鸿山织雨”的鸿

山公园南麓。

依托古寺的深厚文化底

蕴，成为了厦门传承和弘扬传

统文化的重要场所。

书院立足厦门，以传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深入

挖掘以厦门文化为代表的闽

南文化。如传统的“开学礼”，

孩子们依古礼端正衣冠，向老

师递拜师帖、行束修之礼，受

朱砂点额开智，描红开笔书写

“人”字，让孩子们在肃穆的仪

式中感受中华传统道德礼仪，

培养尊师重教、重视知识的意

识。还有传统文化体验周，孩

子们吟诵《鹿鸣》《劝学》，青年

还原成人笄礼，以及摄影展

等，让人们在翰墨飘香中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在端午时

节，举行端午文化体验日活

动，有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典

礼、国艺古乐表演、爱国诗歌

吟诵大会、鹭岛飞花令大赛

等，让市民在活动中领略传统

节日的文化内涵。

此外，鸿山书院还通过名

家讲学、雅集分享、艺术展陈

等公益形式设置课程，向市民

尤其是社区居民普及中国传

统文化生活美学之精髓。

金榜书院坐落于历经千年的金榜

山下，与金榜公园融为一体，散发着独

特的文化魅力，传承着千年的文脉。从

2019 年开始，金榜书院便开设了书画、

古琴、葫芦丝、二胡、插花艺术、古诗词

吟诵鉴赏等一系列中华传统文化公益

课程。

走进书院，学·思、传·承、乐·礼等

多个功能分区布局合理，为文化活动的

开展和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优质空间。金

榜学堂是学术研讨、文化交流和群众性

文艺汇演与排练的重要场地，思明记忆

馆则通过丰富的图文展示，生动地讲述

着思明故事，展现出厦门丰富的人文历

史内涵。

这里还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2024 年 8 月，“两岸有戏”———首届海峡

两岸青少年戏迷交流体验营活动在金

榜书院广场举行。来自台北、台中、高雄

的 50 位师生与厦门的 30 名青少年汇

聚于此，以戏会友，在为期 6 天的活动

中，通过“学戏”“游戏”“看戏”“演戏”等

环节，互学互鉴，共同探寻两岸同根同

源的文化脉络。

金榜书院周边的人文景观同样为

其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金榜山历史

人文底蕴丰厚，唐、宋、明、清古迹荟萃。

唐代文士陈黯在此读书垂钓，终老于

此。宋朝大理学家朱熹游览金榜山，留

下巨幅石刻《金榜山记》，宋幼帝掬泉甘

饮赐号“圣泉”。明代文人陈献章题写的

“海滨邹鲁”摩崖石刻留存至今。

在海沧

区沧凤路，

有一座散发

着独特魅力

的 建 筑———金

沙书院。踏入金沙书

院，历史记忆如潮水般扑面而来。

16 世纪，在中国开展贸易的葡

萄牙人建立“商务中心”———金沙

公馆，其在 1548 年被改为金沙书

院，由闽南理学名儒林希元担任书

院第一任山长（即书院负责人）。此

后，书院带着海洋文化的基因，培

育了一批批“向海看世界”的先行

者，并重新刊刻《古今形胜之图》这

张目前有据可考的最早传至欧洲

的中国全图。

2024 年这册“古书”择址重建

后再度亮相。重建后的金沙书院定

位为两岸人文地标、闽台文化客厅，

将致力于打造成为海丝文化传播中

心、闽台文化交流中心、海洋文献典

藏中心、闽南非遗展示中心、群众文

化活动中心。

书院建成后，借助沉浸式数字化

手段，将《古今形胜之图》的壮丽景象

以及厦门海沧在海丝中作为重要节

点的辉煌过往鲜活呈现。在这里，当

代漆画名家的 6幅作品和 2幅国画

长卷长期展出。游客参观时，能通过

AR互动技术，获得更丰富的观赏体

验，深度感受文旅的内核魅力，穿梭

于历史与艺术的交融空间。

今年春节期间，金沙书院“大美

与共·渡海三家”艺术展举行。此次

展览悉心遴选了张大千、溥儒和黄

君璧三位艺术巨匠的部分精品力

作。元宵佳节，金沙书院举办

了一场以“千灯

启新岁，金沙迎

春晖”为

主题的活

动，包括

两岸元宵

长桌宴、

非遗展演

等精彩内

容，吸引

了众多市

民游客和在厦

台胞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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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这座充满魅力与活力的城

市，山海相依，人文荟萃。书院，作为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如繁

星般点缀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它们各具特

色，以独特的方式讲述着厦门的文化故事，

传递着文化的力量，成为市民精神家园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书院不仅是知识

的殿堂，更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前沿阵地，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上，为厦门的文化建

设和社会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筼筜书院坐落于筼筜

湖畔，湖光山色环绕，环境

清幽雅致。这座书院被誉

为中国当代书院的典范之

一。它在格局上遵循经典

的中国书院形制，同时巧

妙融入了浓郁的闽南建筑

风格，别具韵味。书院周边

环绕着三栋“学田”建筑，

如今皆已成为高品质的文

化艺术馆，它们与书院相

互映衬，共同构成了一个

传统文化氛围极为浓厚的

聚集区。

“筼筜”乃竹之雅称，

书院以之为名，足见其对

传统文化的尊崇。书院始

终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思想为主旨，秉持“旧学

商量，新知培养”的理念，积

极开展形式多样、层次丰富

的国学教育活动。在这里，

不仅成功举办了十届海峡

两岸国学论坛，还见证了金

砖国家领导人的重要会晤。

此外，上百场公益讲座有序

开展，吸引了数万名研修学

员参与其中。各类目不暇接

的文化活动，如传统音乐

会、经典文集出版等，为市

民和游客提供了亲近传统、

学习国学的平台，已然成为

人们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

一方胜地。

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

市民的文化生活，也为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

实践平台。

筼筜书院 湖光山色间的传统之美

芦塘书院 红砖古厝里的耕读文化

金榜书院 千年文脉的现代传承

鸿山书院 古寺旁的文化雅境

金沙书院 社区里的文化共享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