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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观指导下的泉州石湖码头环境整治
Landscape Renovation of Shihu Ancient Wharf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何苗
HE  Miao

泉州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海上贸易

城市。唐朝起，泉州与广州、扬州就

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大港口。宋元两

朝时期，以泉州为中心的航海贸易成

为国际海洋贸易龙头，与亚洲多片海

域的航海贸易实现了连接与互通，形

成了东方世界的海洋经济圈。当时泉

州港是国际重要的贸易港，也是中外

各种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

石湖码头位于泉州城区南郊石狮

市蚶江镇石渔村。1990年5月，石湖

码头以“林銮渡”之名被石狮市人民

政府列入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石湖码头与六胜塔、万

寿塔、江口码头、真武庙合称为“泉

州港古建筑”，被国务院列入第六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泉州

启动了世界遗产申报工作，泉州市政

府开展了对相关遗产点的环境整治。 

1 遗产观指导下的环境整治

1.1 文化景观与文化景观遗产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是文

化地理的研究主题之一，也是风景园

林师重要的实践领域之一。很多学者

对文化景观概念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

梳理，也从不同角度对文化景观的概

念进行了剖析。单霁翔 [1]认为文化景

观是文化在空间上的反映，是一种落

实于地球表层的文化地理创造物。汤

茂林 [2]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人类为了

满足某种需要，利用自然界提供的材

料，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人类活动的

结果而形成的景观。林菁等 [3]提出文

化景观反映了文化的线索，文化景观

是“文化的一面镜子”，解读文化景观

是理解地域上曾经和正在生活的人们

如何生存和改造世界的一种途径。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

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

公约中界定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

范畴。随着对文化遗产认识的加深，

受到人们重视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

也不断丰富，其都体现出了自然与文

化的密切联系。“文化景观遗产”的

概念也进入遗产保护的视野。文化景

观于1992年第1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被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文化遗产类

别下的一个亚类。

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也

出现了新的概念。2005 年 2 月版的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

约 > 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

作指南》”）中出现了“遗产线路”

（Heritage Routes）概念，2008年11月
《文化线路宪章》通过，文化线路被

确立为一种遗产类型。文化线路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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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遗产体系，各遗产组成部分通过交

通线路及其蕴含的历时关系而连接起

来 [4]。 “系列遗产”（Serial Properties）
概念首次出现于 2005年版的《操作

指南》，随后在2011版《操作指南》

中进行更新，其内涵得到进一步完

善。系列遗产具有“多个相关联部分

组成”“整体具有突出普遍价值”和

“一致且可管理”3个特征，其关键

点是整体的普遍价值认定，或者说作

为一个系统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5]。

系列遗产概念揭示了突出普遍价值可

以存在于一系列不相邻的地点所构成

的整体中 [6]。

2014年大运河、丝绸之路基于

文化线路概念申遗成功，泉州的申遗

工作也在此背景下展开。泉州遗留了

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商贸活动的

众多历史遗存，申遗工作基于文化线

路、系列遗产等概念进行探索，重点

围绕挖掘海上贸易文化价值展开。

1.2 文化遗产保护原则
原真性和完整性是文化遗产保护

的两大原则。原真性是国际公认的文

化遗产评估、保护和监控的基本因

素，是衡量文化遗产和文化意义的内

在统一程度，其体现在设计、材料、

工艺和环境4个方面 [7]。完整性是指

遗产未受干扰的原始状态或原初的完

整。文化遗产的完整性既指范围上的

完整性（有形的），也指文化概念上

的完整性（无形的）[8]。随着人们对

文化遗产认识的加深，完整性的概念

从为了确保纪念物的安全而保护其周

边环境，扩展到经济、社会等方面因

素对遗产的影响，再到如今包含了有

形与无形、历史与现在、人工与自然

等多方面因素 [9]。

除了对文化遗产物质存留的保存

与保护，近年来“让文化遗产活起

来”也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

点，也有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提出，如

何在环境功能和空间中找到遗产与民

众生活的关联点，通过环境品质提

升，助力遗产的价值呈现，促进民众

对遗产的感知与理解 [10]。

1.3 文化遗产环境整治技术路线
环境整治是我国常见的城市治理

手段。由于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大

规模的建设活动对遗产环境不可避免

地产生了各种不利影响，环境整治成

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也是我国申报世界遗产工作中的

重要一环。文化遗产环境整治不同于

一般的环境整治和景观设计项目，有

其自身的技术逻辑：在充分认知文化

遗产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文献记载、

历史影像、口述历史等各种资料，研

究分析文化遗产的历史环境，识别出

对文化遗产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通

过技术手段消除不利影响，恢复遗产

历史环境特征，达到保护、展示等多

重目标。

石湖码头规模不大，但它是海上

贸易繁盛时期，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

环境进行海上货物运输活动的见证。

在石湖码头的环境整治前，设计团队

与遗传保护专业人员进行了充分的沟

通，明确了环境整治工作不仅要改善

遗产周边环境品质，更重要的是展现

石湖码头的历史价值，呼应和表现系

列遗产的整体普遍价值。

2 石湖码头概况

2.1 历史价值
石湖码头位于泉州城东南17 km

的石湖半岛西岸，是一处利用天然礁

石建造的码头，与六胜塔同属石湖港

的历史遗存。石湖码头核心价值在于

其在水陆交通网络中的节点意义，其

与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万

寿塔等共同体现了宋元泉州由内港码

头、外港码头、航标塔等共同构成的

河海运输网络 [11]（图1）。
根据石湖码头考古发掘报告，出

土遗物在时代上分属五代至清代各个

时期，在产地上来自省内外多个窑

口。这一方面说明码头的使用有较强

的时间延续性，另一方面也佐证了区

域间相对频繁的贸易流通。石湖码头

不仅是泉州湾进出航道上的中转站，

同时也是本地商品就近出海的水陆转

运据点 [12]。 
2.2 历史环境
    根据历史记载，通济栈桥将海岸

与海边的一块大礁石连为一体，成

为顺岸码头，方便船只在大礁石处

停船靠岸。在高潮位时栈桥本身亦可

成为靠岸的设施。现通济栈桥保存

完好，其上部可见后代对栈桥的多

次修补痕迹，最下层仍保留宋代石

质桥基，石坡上曾经凿出的数级石

阶梯、系船缆的石柱及安放石柱的

石坑，至今仍依稀可辨。栈桥建于2
座天然岩石之间，长66 m，宽2.2 m，

高出海滩1.5~2.9 m（平均2.41 m），

基础以纵横的花岗岩长条石顺海岸

分层砌筑而成，上横石板。

从历史影像图（图2）可以看到，

20世纪70年代通济栈桥仍然保持突

出海面的格局，之后的 30年间栈桥

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迁，栈桥两侧

填海，建造了蟹塘、广场以及民宅。

整治工作开展前，通济栈桥西侧为大

量蟹塘，东侧填海建造了硬质广场，

广场地面标高超出栈桥，对栈桥本体

安全造成威胁。

2.3 石渔村环境整治面临问题
石渔村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建

设粗放、建筑环境风貌杂乱等问题。

村内道路、公共空间、设施建设大量

使用混凝土等现代材料，建设粗糙，

地域特色模糊。村内海岸边建筑垃圾

无序堆放，村北部海滩的采砂场、西

部的大量养殖蟹塘等，都对古渔村的

风貌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消极影响。

除了环境风貌的不协调，大部分

石渔村村民不了解古码头的悠久历

史，不知其与泉州历史上繁盛的海上

贸易活动之关联，对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缺乏认同，不理解环境整治工作。

图1  10—14世纪石湖码头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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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石湖码头环境整治

基于石湖码头在泉州系列遗产中

水路交通网络的码头节点意义，确定

其历史码头格局是体现其历史价值的

核心。栈桥两侧的蟹塘和广场改变了

遗产的历史环境特征，是威胁遗产安

全的最不利因素，而石渔村混乱的环

境风貌以及村民对文化遗产的消极态

度，也对石湖码头的保护产生了负面

影响。因此，石湖码头的环境整治工

作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

3.1 保护遗产本体
石湖码头环境整治的首要任务是

消除对遗产本体的威胁。通过去除影

响栈桥本体的蟹塘、广场等负面因

素，还原通济栈桥历史环境特征，维

护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经过多年的粗放建设，古码头东

侧已建设大量民房，环境整治无法做

到完全复原历史环境。考虑到实施难

易程度，经过与文物专家探讨，设计

团队提出两版整治方案：实施难度较

低的方案从最低限度上实现栈桥本体

高于两侧地坪，末端探入海面与礁石

相连；相对理想的方案则是完全拆除

栈桥东侧广场和上面部分建筑，使栈

桥超过三分之二的长度能够探入海

面。经过与村民多次沟通讨论，最终

实现了相对理想的方案，清晰地展示

了码头的历史空间格局（图3~4）。
3.2 重塑遗产周边空间环境

石湖码头与其周边环境包括大

海、礁石、栈桥、英烈侯宫、寨墙和

村道的空间关系，都是遗产价值与内

涵的体现与展示。基于完整性原则，

图2  石湖码头历史影像海岸线变化对比

a. 整治前；b.整治后

图3  整治工作完成前后平面对比

保护古码头也应保护其所处环境的整

体格局与风貌。环境整治工作从遗产

本体扩展到“村口—古街—寨墙—货

场—栈桥”区域（图5），在铺装、挡

墙、置石、建筑立面的整治中运用传

统材料、工法，还原海边古朴渔村的

环境风貌。

村口是传统村落中的重要节点，

往往也是村内重要的公共场所。整治

前的村口空间被当作停车场使用，环

境杂乱，空间氛围消极。经过协调，

在村口不远处新增了停车场地，村口

则作为村民的休憩、交流空间，以

原有大榕树Ficus microcarpa为核心，

于树下增设自然置石，地面采用闽南

地区传统的条石铺装。村民在这里纳

凉、聊天，给空间重新注入了活力。

村道临海一侧原本被违建、工棚

占据，风貌杂乱，阻碍了村内看向海

面的视线。通过整治拆除，打通朝向

大海的视野，设置观景平台，增加

了传统形式的坐凳，为村民提供了休

憩空间（图6）。村道整体更换为传统

的石条铺装，坡度较大的区域增加

了台阶，原本横穿道路的通向海边

的雨污管等作入地处理。村道旁的古

寨墙、寨墙边的巨石和刺桐Erythrina 
variegata也都是“村口—栈桥”空间

序列中的重要节点，整治工作对其周

边铺装、绿地进行了修葺，呈现出自

然、古朴、和谐的空间风貌。

3.3 兼容村民需求与遗产保护
石渔村原是伴随石湖码头的存在

而发展，然而随着码头实际功能的衰

落，村落与码头不再被认为是一个整

图4  整治后的码头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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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古码头的维护与村民实际生活剥

离，村民无法产生自觉守护文化遗产

的责任感。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项目组通过

与村民座谈、入户调研等形式，对村

民阐述遗产价值，宣讲文化遗产保护

的重要性，也充分了解村民诉求。以

环境整治工作为契机，在改善环境风

貌的同时，满足村民改善村内基础设

施，增加公共活动场所，考虑村里老

年人活动出行等需求，切实提高村民

日常生活品质。

整治后的村道更方便村民出行，

沿线增加了多处公共休憩空间。栈桥

边的广场拆除后，考虑到村民对宗教

祭祀、集会活动空间的需求，在原广

场东侧的废弃地新建一处面积更大的

广场。在环境整治过程中，项目组多

次访问老村民，收集历史故事，并召

开遗产保护工作宣讲会，让村民对身

边的古码头和其历史有了更深入的

认识与理解，加强了村民的社区认

同，让村民意识到保护古码头就是传

承自己社区的历史与文化。项目完工

后，村民在新建广场自发举行了庆祝

活动，村内制定了《文明行为公约》，

共同保护遗产，且成立了专门的队

伍，承担日常的巡视、向外来游客进

行宣传等工作。

4 结语

2021年 7月 25日，在第 44届世

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被正式获准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石湖码头是

泉州外港码头的珍稀物证，实证了宋

元泉州优良的建港条件，与江口码头

共同呈现了宋元泉州港的水陆转运系

统 [11]。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环境整治工作

内容广泛复杂，在实践过程中也会受

到遗产价值评估、多元主体利益协

调、经济投入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制

约。石湖码头的历史价值与历史环境

特征认定相对清晰，环境整治工程规

模有限，整治工作在小范围内实现了

文化遗产保护与村民利益的平衡，消

除了威胁文化遗产本体的不利因素，

重塑遗产周边环境风貌，并以环境整

治工作为契机，让村民们了解了石湖

码头承载的历史，也看到整治工作切

实提升了村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

品质，强化了村民对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认同与配合。

由于整治工作局限在“村口—栈

桥”较小范围内，对于整个石渔村的

历史文化以及环境风貌研究仍有不

足。随着泉州系列遗产申遗成功，石

湖码头和石渔村会被更多人所知晓，

相信对石湖码头和石渔村的历史文化

挖掘工作会更为广泛而深入。

注：图4为陈起拓拍摄；其余图片为

作者自绘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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