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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观察

土黄色纹理粗糙的夯土外墙，具有隔热保
湿、降噪、防辐射的多重性能；经过闽南传统煅
烧工艺焙烧的红砖在外墙上渐变排列，从下到
上颜色由浅入深，仿佛升腾跳动的火焰……近
日，金沙书院在厦门海沧正式落成。这座承载着
悠久历史的书院，以全新的姿态和面貌迎接八
方来客。

除了金沙书院本身的历史及文化价值，由建
筑大师王澍操刀设计的金沙书院建筑工艺本身
也值得关注。

“这家书院的建筑结构和光影也太美了吧！”周
末，不少市民前来金沙书院拍照打卡，并在社交平
台上发布个人写真笔记、参观后的审美感悟等。夯
土墙、红砖、条石、木头、竹子和三合土等自然原生
材料的组合，书院巧妙地将闽南传统建筑元素与现
代设计理念相融合，让整个空间都充满趣味，既“高
大上”又“接地气”。

闽南民居遇上现代设计

王澍，国际顶级建筑大师，普利兹克建筑奖
（建筑界的诺贝尔奖）首位中国籍得主。在设计金
沙书院时，他脑海中隐隐浮现“重山叠院”四个
字，并以此为设计概念，回应海沧的山海与闽南
红砖厝宅院形制。

从概览图上可以看到，在海沧区东南航运
中心、海沧区政府等现代风格明显的建筑风貌
之中，金沙书院这抹闽南古厝的红，仿佛印在现
代画轴上的一枚红章，开启一场传统与现代的
对话。

在设计之前，王澍考察走访了多处闽南传统
民居。具有宋代遗韵的双曲面，屋顶上形为鲲鹏

展 翅 的 燕 尾 脊 ，房 梁 处 的 木 构 犹 如 翅 膀 的 骨
骼 ……种种精妙细节，让王澍在欣赏的同时，开
始思考如何将闽南传统建筑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
相融合，“我希望大家在金沙书院的每一处角落，
都能找到与闽南建筑的某处似曾相识的感觉”。

然而，出现了一个困扰王澍的问题：闽南民
居的美在于“小”，而金沙书院最终的用地面积为
14768.9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4450.12 平方米，怎
么将其在放大的同时又不失美感呢？

试样、实验、做高质量的原创样本。“金沙书
院整体设计‘以古出新’，融入山体、海浪等多重
联想，让整体建筑融入远山与城市。”王澍在分享
会上给出了答案。

在工艺上，选用夯土、红瓦、红砖、原木等传
统建筑材料，采用梁柱、斗拱、飞檐、漆艺等传统
建筑技艺进行重构，在整体结构上以四重院落作

为主体形态，形成高低起伏的五重连绵屋脊，形
如海浪与群山。

在施工中，金沙书院项目所有特殊工艺都需要
经过小样—大样—工程样板—主楼施工等几个步
骤，各类特殊工艺需经过团队认可后方可进行大面
积施工。

此外，在实用性上，王澍提倡书院除了传承文
化价值，在不开放的时候，也要最大限度为居民提
供城市生活的空间。

“我在设计的时候，就会设想这个建筑里会
发生什么事儿，然后你就设计一个空间，等待这
件事情发生。”在王澍的设计蓝图中，广场上的窗
台加了足够宽度的横木，市民路过这儿可以把它
当作桌台喝喝咖啡；人们可以在屋顶的露台远眺
山海，也可以在宽阔的长廊茶歇、游憩，前面的广
场也能承办不少市民文化活动——

正如他设想的那样，在 6月 21日书院开放之
后的周末，书院举办了漆画展、戏曲沙龙、儿童朱
砂启智的“盥洗礼”、两岸儿童共绘百米长卷等活
动，让建筑“活”起来。

空杯心态完成挑战

“干不了！完全干不了！这些要求想达到，你
们自己干吧！”

2020年的春天，饶先俊在洽谈室里听到甲方
传达对夯土墙、条石、木纹肌理清水混凝土等特殊
工艺的施工要求，干了 10多年建筑的他只觉得是
天方夜谭。

心生退意的饶先俊走出门的时候完全没想
过，自己还会和金沙书院这个建筑项目再有什么
交集。

金沙书院外墙大面积的条石砌体，按王澍的
要求，石材外露面面层凹凸质感要控制在 1 厘米
以内，并保持凿痕硬朗的感觉。

几天后，饶先俊再一次收到邀约。“他们有一
句话打动了我：‘不管以前你有多少经验，现在开
始你得以空杯心态来学习交流。’”饶先俊说。

于是他放下畏难和排斥心理，成了金沙书院
项目特殊工艺技术负责人，开始潜心研究技艺。

“一开始我们打出来的石头面层凹凸质感都
是 2 至 3 厘米，完全到不了 1 厘米的标准，报废了
好多材料，几乎没有工厂敢接活。”现今再回看当
初令他彻夜难眠的“卡脖子”制造难题，饶先俊在
越过了这重关卡之后讲述起来只有满满自豪，“既
然花了这么多代价，我们必须得把它做出来！”

饶先俊和团队成员一起上阵，用手掌抚、用
耳朵听、用镜头录，潜心感受石头的“脉搏”，努力
把间距定位、敲击力度、打凿工具等变量控制好，
用科学的方法把“不可控”变成“可控”。

在一次次拼尽全力达到要求的过程中，饶先
俊团队经过日日夜夜的苦恼、试验、切磋、琢磨，在
金沙书院竣工的同时，收获了7个实用型专利。

和王澍老师的合作已经完成，但在施工过程
中收获的经验和技法，却永久地留在他们身边。

“加压合并夯土墙解决夯土裂缝问题、木纹肌
理清水混凝土配比……可以说，这是我职业生涯
遇到的最大一次挑战，但是收获也是最多的。”饶
先俊表示。

一处处建筑工艺上的挑战与完成挑战，成百
上千场失败又成功的试验，一次次心态的打击与
重建，最后，天才设计与卓越团队双剑合璧，成就
了金沙书院这座文化交流传播与建筑艺术审美
兼具的文化综合体。

由建筑大师王澍操刀设计的金沙书院焕新升级，高超的建筑工艺，让这座承载着悠久历史的书院，以全新的姿态和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精工细作，对话传统与现代
□见习记者 黄星榕 文/图

多种建筑工艺叠加下多种建筑工艺叠加下，，呈现出具有闽南红砖印记的金沙书院大门呈现出具有闽南红砖印记的金沙书院大门。。

文化搭桥，开拓海外市场

回到厦门 20 多天，庄海蓉对新加坡之旅仍
念念不忘。“好多戏迷抱着我们哭，不舍得我们离
开。”她说，这就是戏曲的魅力，不仅传播着文化，
更联结着演员与戏迷的情感。

5 月 16 日至 6 月 2 日，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
受邀在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连演 18 天。这是剧
团第八次，也是时隔十年再度赴新演出。“18 天，
每天剧目不一样，让戏迷过足了瘾。”庄海蓉说，
此次赴新的演员年龄从 17 岁到 60 岁不等，更有
厦门艺校毕业的四代演员同台，希望通过这种

“传帮带”模式，让歌仔戏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
中焕发生机。

这不仅是文化的盛宴，更是情感的交融。演
出效果极好，老观众热泪追捧，不少年轻观众被
深度“圈粉”，演员的专业表现赢得了现场近千名
观众的阵阵掌声和高度评价。最让人感动的是 6
岁小戏迷林瑞昇，不懂闽南语的他首次观看歌仔
戏就喜欢上了，连续多天让妈妈带他来看戏，并
上台跟演员合影、“拜师”学戏。

“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对许多海外华侨华
人而言，歌仔戏就是一种‘家乡的味道’！”特地

“追戏”到新加坡的厦门戏迷小薇感慨地说，闽南
地方戏曲特别是歌仔戏，有助于连接海外华侨华
人与家乡的情感记忆，架起“一带一路”的文化桥
梁、心灵桥梁，厦门优秀院团应多“走出去”，打响
文化品牌。

庄海蓉对此表示认同。此次新加坡之行，
她深感歌仔戏在连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交
流中的天然优势，且大有可为的空间，表示只
要用心去传承创新，传统文化定能绽放更加绚
丽的光彩。

深化改革，破除发展困境

事实上，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经常应邀到海
外演出。

然而，每次受邀外出，中心都得精打细算。
2017 年，接到俄罗斯方面的演出邀请，中心对上
百万元开支权衡再三后还是放弃了。有一年去新
加坡演出，由于人数限制削减乐队人数，大型创
作戏《陈嘉庚还乡记》只好用录制伴奏。

类似困境，其他 4 家国有文艺院团或多或少
都存在。

厦门市现有厦门歌舞剧院、厦门小白鹭民间
舞艺术中心、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厦门市南乐
团及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 5 家国有文艺院团。
据厦门市文旅局艺术处处长陈忠坤介绍，改革
前，这些院团均存在规模小、人员少、实力弱等问
题，面临着生存发展困境。厦门深化文艺院团改
革，解决院团生存保障后，更侧重于激发创新创
作活力。

为此，厦门市文旅局从人员规模、资金保障、
职称评聘等多方面突破，让人才“留得住、稳下
来、发展好”。

改 革 后 ，国 有 文 艺 院 团 人 员 规 模 增 幅 达
20%，仅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财政保障
人员就从 35 人增至 105 人。厦门市财政更以全
额拨款方式，对院团人员、运营、公益演出等提
供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还重点支持院团参与全
国性重大赛事、重大项目评选及对外对台港澳文
化交流活动等。仅 2023 年，就有 9 个剧（节）目获
3000万元经费支持。

一系列改革为院团“走出去”扫清了障碍。除
歌仔戏研习中心，其他院团今年也有不少对外交
流。5 月 31 日—6 月 3 日，在庆祝中马建交 50 周年
的重要时刻，厦门市南乐团赴马来西亚，参加第四

届世界南音联谊会国际南音大汇演系列活动。年
初起，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对外交流演出
也接连不断，舞剧《沉沉的厝里情》更是开启全国
巡演，已在石家庄、成都、深圳等地演出 7 场。8 月
份，厦门歌舞剧院也将派出90人大团赴宁夏演出。

创新赋能，激发院团活力

6月25日，厦门市首部戏曲电影——高甲戏电
影《阿搭嫂》在全国公映，由曾学文编剧，程箓执
导，“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晶晶领衔主演。该
片改编自同名高甲戏舞台剧，后者自 2006年创排
以来，经多次打磨，衍生出小剧场版、两岸合作的

闽台地方戏版等多种版本。
小剧场版《阿搭嫂》、戏曲电影《阿搭嫂》、驻

场版南音《文姬归汉》、巡演版《侨批》……层出不
穷的新演出形态，成了院团改革中“创新推动文
化传承”的生动实践，扩大了优秀剧目的受众面
与传播力。

改革还完善了专项扶持资金分配机制，通过
评审择优分配，激发了院团的生机和活力，激活艺
术的“一池春水”。

厦门市制定并实施国有文艺院团三年创作
规划后，为精品创作“注入血液”，创作了歌仔戏

《燕归巢》、高甲戏《陈化成》《画龙点睛》、南音《文
姬归汉》《礼乐千秋》等一批高品质剧目，荣获省
级以上文艺活动相关奖项 90项。

数据显示，2023 年，厦门国有文艺院团创排
和打磨提升大型剧目 14 部，是改革前的两倍。小
白鹭舞剧《花儿与海》获得第十四届全国舞蹈展
演“优秀剧目奖”，厦门市南乐团《文姬归汉》等多
个剧目入选全国舞蹈展演、全国优秀音乐剧展
演、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国家级重要艺术活动。前
几天，厦门市南乐团创作的南音作品《何斌献图》
入围第十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浙
江临平赛区）节目奖，团里优秀青年演员潘文龙
喜获新人奖提名，蔡凯琳荣获新人奖入围。

为激发活力，厦门进一步优化薪酬分配制
度，允许院团将经营性收支净结余全部纳入绩效
工资总量，支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大家精气神明显不一样，干劲更足了。”庄
海蓉说，惠民演出、下乡演出、对外交流演出场场
爆满，新老演员在舞台上个个憋着劲。

据统计，去年厦门国有文艺院团开展文化惠
民演出 400场次，接待观众超 20万人次。同时，戏
曲院团进乡村、进校园，展演 135 场次、培训 1073
课时，较改革前增长逾 30%。

改革支持院团与企业、社会组织合作，鼓励
精品剧目走向市场。歌仔戏《侨批》成为厦门首个
商业巡演剧目，一个月内在 8 个城市举办 9 场演
出，观众近万人次。2023年，厦门国有文艺院团商
业演出 173 场，经营性收入近千万元，比上一年
增长 56%。

“改革有动力也有压力，大家唯有全力以
赴，创作更多艺术精品，并常‘走出去’，登上国
际舞台，展现厦门形象与文化魅力。”厦门市文
旅局负责人如是说。

激活艺术的一池春水激活艺术的一池春水
——厦门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初见成效

□本报记者 林丽明 林泽贵 文/图

金沙书院凸显金沙书院凸显““重山叠院重山叠院””设计风格设计风格。。

最近，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副主任庄海蓉忙得连轴转。6月5日，新加坡18场演出结束回国后，她几乎天天带团下乡演出，“整个中心的演职人员像陀螺般不
停地转，却无人叫苦喊累，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劲。”文艺院团改革以来，剧团的生存有了更好的保障，庄海蓉真切地感觉到中心上下充满了团结向上的精气神。

2022年12月以来，厦门大力推进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配套出台“一团一策”改革方案，提出19条具体做法及3条保障措施。改革落地后，院团的内生动力
得以激发，形成演出多、市场活、剧目火、人才优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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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鹭舞剧小白鹭舞剧《《花儿与海花儿与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