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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栋小楼承载他
说起厦门环岛路，

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其沿途浪漫美丽的

海滨风光。殊不知，在

位于环岛路东侧的黄

厝塔头社里，有着一

栋年代久远的知青

楼。它静静地矗立在

众多现代、个性的民

宿中，无声地诉说着

一段鲜为人知的时代

记忆。作为厦门岛内

唯一一栋保存完整的

知青楼，它承载着历

史，激励着后人，值得

我们好好保护。

“这栋知青楼里的

一砖一瓦，见证了我们

的芳华岁月。”穿过半

个世纪的风尘，翻开久

封的遥远记忆，近日，

曾在这里扎根的厦门

老知青黄国荣、郑丽

云将黄厝知青楼里的

往事娓娓道来。

从厦门环岛南路东侧拐进

塔头路，沿着村中小路直走一

段后右拐，再步行一小段，就可

看到黄厝知青楼。这是一栋两

层小楼，通体用花岗岩砌成，屋

顶是闽南民居风格的歇山顶，

屋顶铺瓦。小楼外形古朴，带有

明显的上世纪70年代的特征。

小楼外墙上有“一九七

四”的字样。郑丽云说：“知青

楼是 1974 年建成的。”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末，广大知识青年响应

祖国号召上山下乡。黄国荣

和郑丽云前往的就是黄厝塔

头。“当时叫前线公社黄厝大

队。”黄国荣说。

郑丽云回忆说，刚到大队

时，知青们没有地方住，分散

开住在老乡家。为了便于管

理，厦门许多农村都逐步建

起了知青楼、知青点。1974 年

夏天，黄厝知青楼建成。“当

时，塔头全是平房，知青楼是

唯一一栋两层的楼房，是这

里的最高楼。”郑丽云说。

跟随两位老知青，爬上知

青楼的二楼。两位老人说，当年

他们和其他知青都住在二楼。

“布局是左右对称的，两边各 7

间房间，一间房住两个人。女生

住左边，男生住右边。”除了房

间，二楼还有会议室。“当年我

们住宿、开会、上夜校，都在这

里。”郑丽云说。对于当年的生

活场景，两人都历历在目。

黄国荣说，从 1974 年迎来第一批

下乡知青，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知青们

陆续回城，黄厝知青楼先后居住了五

六十名知识青年。告别黄厝知青楼，他

们各奔东西，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

位上拼搏奋斗，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

故事。芳华岁月，无悔青春，这段记忆

也被他们深深珍藏。

“我们这些一起插队的知青一直

保持着联系，也会故地重游。”黄国荣

说。2013 年，在滨海街道黄厝社区居委

会的帮助下，知青们自发筹款，对黄厝

知青楼进行了简单修缮。此后，大家在

黄厝知青楼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时

不时地在这里开展联谊活动，一起追

忆往昔，共话当年。

2016 年，“莫兰蒂”台风登陆厦

门，黄厝知青楼屋顶受损严重。为此，

黄国荣、郑丽云等老知青多方奔走。

值得庆幸的是，去年，以厦门市城中

村综合治理试点工作为契机，滨海

街道启动对黄厝知青楼的全面修

缮。这一消息，让黄国荣他们倍感

欣慰。

郑丽云说，厦门曾经的许多知青

点、知青楼已相继消失了，黄厝知青楼

是厦门岛内唯一保存完整的知青楼。

“它不仅对我们插队知青来说意义非

凡，同样也激励着后人不忘初心，值得

我们好好保护。”

经过岁月洗礼，昔日风华正茂

的少男少女，如今已是饱经风霜的

老人。时光流逝隔不断当年知青的情

怀，岁月沧桑抹不掉心头的记忆。“到

明年，就一晃 50 年了。我们期待能

在知青楼里再相聚，把黄厝的知青

文化传承下去。”黄国荣饱含期待地

说。

（林爱玲 庄佳淼 史玉婷 来源：

海西晨报）

盼知青楼得到妥善保护

难忘“锄头加步枪”的日子

知青楼曾是塔头“最高楼”

摩挲着知青楼粗粝的花岗岩墙面，

年逾七旬的黄国荣、郑丽云仿佛穿越

回那段“锄头加步枪”的青葱岁月。

“当年，黄厝除了是全国农业‘学大

寨’的先进典型，还是海防前线，所以

在下乡期间，我们亦农亦兵。”黄国荣

回忆说，白天知青们要拿着锄头下地

干农活、进行民兵训练，晚上则要轮流

到海边哨所轮值放哨站岗。

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动中，他们学

会了各种各样的农活，犁田、浇水、施

肥、插秧、收割、脱谷等，样样在行。“我

们个个都干得热火朝天，手划破了、肩

膀磨流血了也毫无怨言。”黄国荣回忆

到。

郑丽云说，作为城里长大的孩子，

一下子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说不苦

是假的。“但那时我们每个人都立志把

自己的美好青春年华奉献在这片土地

上！”她说。

除了劳动外，他们还要参加民兵组

织，参与海防军训。农闲时，不论刮风

下雨，他们都会扛着枪到海边巡逻、放

哨。“我当时除了是政治副队长，还是

民兵排长，扛过冲锋枪的。”说起当年，

黄国荣十分自豪。郑丽云“巾帼不让须

眉”，她告诉记者，她还参与过炮排的

训练，是为数不多的女炮手之一。

背
景

郑丽云 黄国荣

黄国荣展示插队知青旧照

黄厝知青楼通体用花岗岩砌成，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春节长假期间，作为厦门最

知名的沙滩，白城沙滩游人如织。

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白城沙

滩往西北方向望去，正是厦门大

学的东南端，这里现存着一段残

损城墙，看似不起眼，却暗藏玄

机，白城沙滩正是因其得名。

“这处遗址就是镇北关遗址，

背后有着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厦门民间文史爱好者、厦门市青

少年综合实践基地实践部负责人

陈逸新说。他自小在这一带长大，

对镇北关遗址的历史、逸闻如数

家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

更多人了解厦门这些不为人知的

历史。”他说。

石灰砌成城墙

白城因其得名
从厦大上弦场往东南角出发，

穿过一条通往教育研究院的羊肠

小道，拾阶而上，一段残垣映入眼

帘。只见墙体呈西南至东北走向，

正面朝东南大海。墙体以沙、灰、土

及细砾石混合版筑于岩坡上。

残存墙体长约 25 米，厚 0.5

米 -0.6 米，残高 1.5 米 -1.8 米。

在残墙与岩石相接处有一个小拱

门，门高 1.9 米，宽 0.95 米。遗址

整体建筑明清风格特征明显。

在拱门旁的巨石上，“镇北

关”三个大字遒劲有力，落款为中

国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在巨石的

另一侧，是中国已故著名人类学

与民族学学者陈国强教授于

1998 年的题语：“镇北关系明代

抗倭所建的白城关隘之遗址，民

族英雄郑成功曾在此及城内演武

场操练官兵。”

陈逸新说，此处遗址是镇北

关的北段，南段位于厦门大学成

智楼后，南北两段共长约 35 米。

“两处位置都比较偏，不好找，因

此知道的人不多。”陈逸新说。

镇北关是明代厦门海防设施

之一。“虽然现存的《厦门志》《鹭

江志》均未对镇北关作详细记载，

但关于镇北关的故事流传已久。”

陈逸新说，历史记载，自从明朝以

来，倭寇不断侵犯中国的东南沿

海，厦门成为海防重镇，明太祖朱

元璋便派江夏侯周德兴来福建策

划设防建筑城堡。1394 年在鸿山

寺附近设关卡道口称“镇南关”，

与之相对的另一边城关被称为

“镇北关”。“连接镇南关和镇北关

的是一道土石建成的海边城墙。

这道城墙延绵数公里，用石灰砌

成，由此得名白城。”陈逸新说。

一份 1920 年的《厦门城市略

图》，从地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海边这道城墙能一直通到今天的

沙坡尾一带，而镇北关则很明显

地被标注在图上。

昔日海防要塞

见证岁月烽烟
作为重要的海防设施，“白城”

城墙见证着厦门作为中国海防重

镇经历的岁月烽烟。“它是演武场

的首要防线，也是清代为驱逐荷兰

殖民者、收复台湾立下汗马功劳的

一道重要的守防阵地。”陈逸新

说，镇北关地处的城墙的中间地

带有个通向城外海滩炮台的孔

道，是城墙最重要的位置之一。

到了清嘉庆八年（1803），闽

浙总督玉德为防御蔡牵的海上义

军，向厦门的行商募款建盖大小

担山寨城，并立“建盖大小担山寨

城记略碑”载述始末，正面碑文记

述大小担在海防中地位和建城的

原因、目的及设施等内容，背面记

载捐资人的姓名、金额等。这块石

碑现今就在镇北关遗址附近。

时至近代，镇北关依然承担

着重要的海防任务。中英鸦片战

争之时，英军的坚船利炮在这里

受到了坚决的抵抗。清军还一度

在白城下的沙滩上，耗银 200 万

两，修建了“号称固若金汤”的石

壁炮台，因其在沙滩上一字排开，

长达 1.6 公里，又被英国人称为

“长列炮台”。

（林爱玲来源：海西晨报）

镇北关遗址已被思明区列为第一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