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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浪与天空接吻的地方，海浪挺起永恒的脊梁。
在桅尖与白云擦过的天路，梦想乘风之翼去远方。
站立海岸，向未知的世界探寻真理。
扬起风帆，向无涯的天涯高蹈灵魂。
海无边，梦无限。闽之先人，踏浪而行，曾迎着汹

涌浪涛开辟万里海丝之路。
而他们出发的海岸，是一座座照亮航路的灯塔。

如马尾的中国塔，宁德的吉祥塔，泉州的六胜塔……
塔灯照亮有形的航路，而塔灯之外，更有启迪智

慧的坐标，那就是启蒙海洋文化的摇篮，比如近代创
办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这里走出影响中国百年历
史的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和以萨镇冰为代表的
一批爱国海军名将。

历史的指针往前回拨五百年，明末九龙江畔崛
起的金沙书院，让福建人对海洋的认识，对诗与远方
的追梦，遥遥走在国人前列。

金沙学子睁眼看世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觉悟，
一种主动对标、接轨世界潮流的自觉。他们学习海洋
知识，探究世界文明，传播中国文化，在东西方文明
碰撞的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思考人生的命运，追求奋
斗的价值。

事实上，自古以来，面海临风，习舟冲浪的传统，
让海峡西岸的闽人，深植海洋文明的基因，流淌爱拼
敢赢的血脉。金沙学子追逐海洋文化，也是福建海洋
文化传统孕育的先进群体。

曾经的金沙书院，已湮没在历史的风烟中。在海
沧重建的新金沙书院，将让我们拨开岁月尘烟，回望
自己的历史，也有利于我们梳理数百年的是非，寻觅
真理的光芒！

近世以来，向海图强，开放而兴，是文明发展的
一条基本逻辑，反之，自我封闭，忤逆历史潮流，则可
能倒退变弱。今天，我们拨开金沙书院的尘烟，不仅
仅只为重温历史的荣光，更为追寻历史的真理，让真
理的光芒，照亮未来的征途！

愿我们的子孙后代，不断汲取海洋文明的智慧和力
量，传承海洋文化的优秀基因，永续造福祖国和人民。

面海长歌
文脉永传

□刘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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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沧湾畔，金沙书院，一座人文新地标正火热建设中。
金沙书院诞生于大航海时代，缘起于欧洲商人与闽南的风云际会，其前身是月港开埠之前来海沧贸易的葡萄牙人建立的“商务中

心”——金沙公馆。1548年，葡萄牙商人离开后，公馆被改建为金沙书院。
培育本地儒士，改变当地走私逐利的民风，金沙书院成为当时士子读书的中心之一。这里不仅走出了一批倡导对外开放、拥抱海洋

文明的先驱，还重新刊刻了举世闻名的《古今形胜之图》。
虽存世时间待考，但金沙书院的印记，折射出当时反对闭关锁国、倡导对外开放的思潮，也留下了闽南人经略海洋的身影，具有特殊

的历史意义。
穿越时空，金沙书院即将在海沧焕发新生，发出海洋文明的历史回响。

建设中的金沙书院建设中的金沙书院

新建金沙书院效果图新建金沙书院效果图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从从““商务中心商务中心””到到““海洋学堂海洋学堂””

海沧，因“沧江归海，海润沧江”而得名，
处于厦漳泉闽南金三角之突出部，是东亚航
海时代的重要起点、明中后期海上丝绸之路
的桥头堡，也是闽南文化的基因库。

16世纪下半叶，明朝在福建漳州海澄月
港宣布部分开放海禁，处在对岸的海沧也因
此成为重要的贸易集散地，一跃成为这一时
期重要的航海节点。

鲜为人知的是，在月港开放海禁之前，
海沧与欧洲人通商的故事就已经持续了数
十年。

位于海沧村南部的后井村，俗称四社周，
旧名金沙、沙坂。这里是金沙书院的诞生地。

据考证，16 世纪上半叶，葡萄牙武装海
商和航海探险家在漳州持续进行隐藏式贸
易。葡萄牙人从广东沿海迁至福建沿海，先
集中在九龙江口外的浯屿岛，后入驻海沧沙
坂（今海沧区后井村）的金沙公馆直接和当
地人贸易。这就是金沙公馆诞生之初的功
能：葡萄牙人的商务中心。

当时，明朝海禁未开，中国私商、倭人和
葡萄牙人在闽浙沿海大肆从事走私活动，甚
至无法无天到开始大肆劫掠，导致明朝在东
南沿海的统治面临失控危险。就在此时，明
朝廷派遣右副都御史朱纨巡抚闽浙，以图恢
复秩序。

在朱纨与副使柯乔的军事行动下，葡萄
牙人在浙江、福建的据点被拔除。面对空出
来的公馆，柯乔和时任漳州府龙溪知县林松
想到了处置方案——“岛夷既去，乃即公馆

改为书院。堂庭厢庖，咸拓其旧，梁栋榱桷，
易以新材，又增号舍三十楹。由是诸生讲诵
有所。五澳之民，远近闻风，咸兴于学。”

闽南理学名儒、泉州同安人（今属厦门
市）林希元，被聘任为金沙书院首任山长。

林希元在《金沙书院记》中清晰地记载
了金沙书院的由来：“苏文岛夷，久商吾地，
边民争与为市，官府谓‘夷非通贡，久居于是
非礼’……侯与宪臣双华柯公谋曰：‘杀夷则
伤仁，纵夷则伤义。治夷，其在仁义之间乎。’
乃偕至海沧，度机不杀不纵，仁义适中，夷乃
解去……岛夷既去，乃即公馆改为书院。”

用文章教化百姓，让五澳、龙溪之民“强
梗去而揖让兴”，成为金沙书院的使命。

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古代金沙书院早
已被岁月湮没，其建筑旧址上早已建起了民
房。但在众多地方史志和古籍中，都留下了
关于金沙书院的记载，为今人展现了这座

“海洋学堂”的传奇经历。
金沙书院的诞生，不仅证明海沧在月港

开埠之前就有活跃的外国商人开展贸易，也
体现了当时地方官员在海外贸易方面的理
念之争。在金沙书院的教学管理活动之中，
这些理念不断交流碰撞，成为闽南人经略海
洋的启蒙。

这里走出了经略海洋的先驱这里走出了经略海洋的先驱

在明朝海禁未开时，就出现大批国外走
私贸易者，且与边民私通贸易，该如何应对？
金沙书院山长林希元在著述中写道：“佛郎
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
沉、东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

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
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这在
当时“夷夏之辨”主导的文化界极为难得。

曾在林希元门下的诏安人吴朴，嘉靖十
六年（1537 年）为海商刊刻航海指南《渡海方
程》，主张在海外“置都护府以制之”，“请于
灵山、成山二处，各开市舶司以通有无”。即
朝廷不仅应该开放海禁，还要把国家权力延
伸到海外，保护海商的利益。

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虔台倭纂》一针
见血地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
商，市禁则商转寇。”

在海沧这个临海而居、以海为生之地，海
洋贸易深入民心，经略海洋思潮涌动，金沙书
院的教育，也受到这种开放海洋意识的熏陶。

周一阳的孙子周起元就是典型代表。周
一阳为金沙书院首批学子，后曾任金沙书院
教职，周起元随之受教启蒙。周起元官至太仆
少卿，被列入东林“后七君子”，曾为《东西洋
考》作序，并主持修建圭屿塔，大力支持开拓
海上航路。周起元首次提出“月港贸易”概念，
将月港定位为“天子之南库”，并直接表露反
对闭关锁国、倡导对外开放的观点，对月港发
展成为当时东南沿海的外贸中心作出巨大贡
献，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海洋文明先驱。

金沙书院之所以意义非凡，还因为它曾重
刻一幅在中西交流史上意义重大的地图——

《古今形胜之图》。这幅图是目前有据可考的
最早一张传入欧洲的中国全境图，是欧洲汉
学研究的起源文献之一。它不仅包括了中国
的地理概况，还展现了中国人眼中的东亚和
整个世界的概念。

《古今形胜之图》为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喻
时于 1540年在江西省信丰县北宫编集首印，

依据是《明一统志》，目的是“欲便于学者览史，
易知天下形胜古今要害之地”，图上标明了明
朝1129个县的山川地理，还有数千字的注述。

据《明一统志》记载，为让更多金沙书院
学生了解天下形势及古今经济政治战略要
害地方，金沙书院首批学子之一周一阳协助
林希元于 1555年在金沙书院重新刊刻了《古
今形胜之图》。

在金沙书院重刻的《古今形胜之图》，很
明显是用于教具，让学子便于学习地理、历
史，从而了解世界形势。

诞生于大航海时代的月港重镇海沧的
金沙书院，培育了众多具有海洋视野的人
才。如“开台王”颜思齐纵横台湾海峡，并率
领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等人率先开拓台湾，实
现了台湾从蛮荒迈向文明的起步。

书写新时代文化自信书写新时代文化自信

穿越 500 年，2019 年 10 月 19 日，金沙书
院重建工程正式开工。

绝佳的区位、美丽的景观、优质的配套……
这所崭新的书院择址于海沧湾新城区，总用
地面积 14769平方米。

走进金沙书院施工现场，浓浓的闽南建
筑风格扑面而来。只见一座四重院落一字排
开，绵延 200余米。红墙、红瓦、夯土、木拱，大
跨度连续性五重曲面屋顶，有如一部朝天铺
开的经折装古书。

按照海沧的设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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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沧本土文化元素是金沙书院最重要
的展现内容之一。”海沧区有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结合海沧历史文化内容，金沙书院项
目已进行了展陈内容的构想与安排，并广泛
征求评审专家、书院文化名家、海沧乡贤的
意见，将重点展示金沙书院及《古今形胜之
图》文化内涵、海沧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海沧
历史文化名人。

“中国书院文化博大精深，具有鲜明海
洋文化特色的，金沙书院是一个典型的代
表。”岳麓书社前总编辑唐浩明在考察金沙
书院后感叹道。

“海沧姓‘海’，做好海洋文章是海沧不
懈的追求。尤其是近百年来，从《建国方略》
的海沧蓝图到嵩屿开埠的实践，从‘海沧计
划’再到如今的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东方大
港海沧的百年梦想，正在海沧人民的不懈努
力下逐步实现。”厦门市海沧区政协文史学
委副主任廖艺聪说。

赓续历史文脉，重振海沧海丝文化桥头
堡的风采，新金沙书院将在新时代书写精彩
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