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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整体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遗产研究
——以厦门市大小嶝岛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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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厦门市大小嶝岛为研究对象，在对岛上战争遗产进行调查、统计、归类并建立遗产资源库的基础上，判断价值和

制定遗产等级，在整体性原则的指导下探寻战争遗产的可持续性保护与利用策略，以期形成对我国近代战争遗产保护研究的重

要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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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Historical Heritage Based on Integ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A Case of Daden Island and Xiaoden Island in Xi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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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Xiamen’s Daden Island and Xiaoden Islan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etermines the value and heritage grade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statistics, classific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a heritage resource bank of  the war heritage on the island.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explores the sustainabl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trategies of battlefield sit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integrity, with a view to forming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and improvement to the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modern war heritag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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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1 研究背景

厦门作为一个海滨城市，除了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资

源，还遗留下来大量文化景观资源。位于厦门市翔安区东

南海面的大小嶝岛，至今留存了数量众多且类型多样的战

争遗产资源。但由于缺乏“全景式”的整体研究和保护修

缮，目前岛上绝大部分遗产破败、凋敝，甚至面临毁损，遗

产的真实性、完整性都遭受严重威胁[1]。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大小嶝岛上存留的战争遗产是国家、民族不可或缺的

历史记忆载体，但厦门市还没有出台对其进行保护、开发

的相关政策和专门规划。本研究旨在通过梳理与认定大小

嶝岛上现存的遗产资源，提升对其价值的认知，并建立战

争遗产评价体系，包括对其保存完整程度、投入使用情况、

改造利用可能性的评估，同时探寻基于整体性的抢救、保

护和合理利用策略，使其在当代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

2 战争遗产资源构成
战争遗产资源的构成主要分为战争工事、战场及作战

遗迹。大小嶝岛现存的遗产资源以战争工事为主，具体包

括碉堡、广播堡、炮台、地道、防空洞等设施。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区域内保存较为完整的建筑包括 ：6座碉堡、3座

广播堡、1座炮台、1条地道、1个防空洞、1处士兵住所及

1座哨所（见图1、表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嶝岛上现

已新建了战地观光园，此公园依托原有部分遗存，新增了

模拟军事活动的体验区域和供展示参观的纪念展馆，以加

强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弘扬。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51878581）。

福建省软科学项目资助（2018R0091）。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8B092）。

作者简介 ：王绍森（1965-），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建筑

设计及其理论、城市景观规划与设计。

孙玲潇（1994-），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文化遗产与城

市建设。

胡璟（1980-），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 ：文化遗产与城市

建设。

全峰梅（1978-），女，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 ：文化遗产

与城市建设。 图 1　遗产分布总图（图片来源 ：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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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小嶝岛遗产调研汇总表

遗产类型 遗产名称 区位坐标及遗产基本信息 现状照片

碉堡

XD-001

处于道路沿线，主体保存完整

XD-002

处于道路沿线，主体保存完整，废弃未

使用

XD-003

次要道路沿线，主体保存完整，立面和内

部均有修整

DD-005

处于道路沿线，主体保存较完整，废弃未

使用

DD-006

处于居民区内部，环境破败，主体保存不

完整，已废弃

DD-007

处于居民区内部，环境破败，主体保存不

完整，已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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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堡

XD-004

次要道路沿线，主体保存完整，立面有

修整

DD-001

位于大嶝岛战地旅游园，为目前保存最完

整且最有价值的碉堡之一

DD-002

位于大嶝岛战地旅游园内，已开发为旅游

园区内的重要景观节点

炮台 DD-003

位于大嶝岛战地旅游园内，炮台保存完

整，且位置极佳

地道 XD-006

沿海，靠近码头，主体保存较完整，后期

进行地道修建和入口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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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洞 DD-004

处于道路沿线，主体保存完整，环境良好，

交通方便，内部未开发

士兵住所 XD-005

靠近小岛中心区域，主体保存较完整，入

口被封堵

哨所 XD-007

处于军事禁区内，保存完整，仍在使用

注 ：以大写字母“XD”编号的为小嶝岛现存遗产，以大写字母“DD”编号的为大嶝岛现存遗产

3 战争遗产价值评析
3.1 遗产单体现状评析

在遗产资源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梳理与认定现存的遗

产资源，按照保存完整程度、本体记忆价值及其投入使用

情况对遗产单体进行分类（见表2），并以此作为相应的保

护或利用措施确立的重要依据。

3.2 遗产区域现状评析

大小嶝岛目前已作为厦门市内以战争纪念为主题的

旅游景点，除对范围内的遗产单体进行现状评析外，将整

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现状评析也具有重要意义。
3.2.1交通可达性评析

厦门市区到大嶝岛的公共交通方式仅有756、760两

路公交，等候时间较长，且未经过重要交通站点和旅游点。

岛上仅采用电瓶车为公共交通工具，电瓶车由私人经营，

司机兼做导游。由此可见，到达大小嶝岛的公共交通较为

不便，岛内的交通方式单一且游览路线缺少专业引导，交

通可达性总体较差。
3.2.2旅游开发程度评析

作为战争纪念主题景区，本区域享有较高知名度，在

厦门全部旅游景点的各类网络排行中位居前五。其中，大

嶝岛旅游开发程度一般，主要景点包括闽南古村落、独木

成林景观及小商品市场 ；小嶝岛旅游开发程度较低，整体

环境保持原生态。

总体来看，区域旅游开发程度一般，表现为商业、餐

饮、住宿不完善及管理质量较差，但景区享有的名气较高，

反映为名气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状态。

4 保护与发展策略
4.1 保护与发展原则

4.1.1整体性

整体性保护方法综合考虑了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要

求，通过城市发展计划和城市规划维护遗产地现存的风貌

和状态，保护其在物质结构、视觉景观和社会功能三方面

的完整性[2]。《北京宪章》中亦指出建筑、城市规划、风景

园林应捆绑成整体统筹思考[3]。因此，大小嶝岛的遗产地

保护以整体性原则为规划指导，整合现存的战争遗产和当

地环境、人文景观，进行全局式保护研究。
4.1.2原真性

原真性作为评价文化遗产的重要标准，旨在评估遗产

反映历史的真实程度。《奈良文件》中提出“文化和遗址需

要得到各种文化和信仰的尊重”[4]。同时，遗产保护作为一

项科学行为，要求我们求真求实地、客观地看待和认识遗

产[5]。在本研究中，我们要将保护本体安全作为前提，环境

的整治需尽可能降低对遗产的干预程度，场景氛围的营造

需还原真实的历史。
4.1.3可持续性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问题看似矛盾，实则是相互

促进的。2016年国家文物局颁发的《关于促进文物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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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小嶝岛遗产单体分类评析表

分类依据 等级划分 遗产名称 现状评析

根据遗产

单体的保

存完整程

度及其记

忆价值

a
保存完整程度高、

记忆价值高

XD-007 主体为浅绿色，与周边茂密的大树融为一体，极为隐蔽
DD-001

目前调研发现大嶝岛保存情况最完整，且是最富有历史遗留痕迹的三处遗产DD-002
DD-003

b
保存完整程度较

高、记忆价值较高

XD-001
正立面完整，侧面和背面被土壤掩盖，与环境融为一体 ；内部空间较粗糙，无修缮痕迹XD-002

DD-005
XD-003 表面粉刷迷彩涂料，昭示性极强，是小嶝岛上目前保存相对较好的标志性遗产
XD-004 体量较大，正面有一个巨大的开洞，其形象本身仍具备明显的战争纪念意味
XD-005 主体保存较完整，周边场地开阔，景观资源较好，但由于缺乏管理整治，本体的文化价值未得到提升
XD-006 具有串联所有遗产单体的作用，地道外观和内部均有修缮，地道入口处有改造加建痕迹
DD-004 入口大门上的红五星具有革命特征，外部已进行初步整治

c
保存完整程度不

高、记忆价值一般

DD-006
主体破损较严重，仅残留碉堡的大致形状，周边环境破败，主体部分已被土壤或杂草覆盖

DD-007

根据投入

使用情况

a
作为战争旅游资源

使用

XD-003
经过初步修缮整治，已成为小嶝岛上重要的旅游资源，免费开放供游客参观

XD-004
XD-005 内部未开放供参观，其本体历史形象鲜明，外部环境氛围进行了烘托，达到了开展战争主题观光

的目的DD-004
XD-006 政府对303地道工程的修缮改造投入相对较大，它是小嶝岛上唯一一个收费景点和体验式旅游项目
DD-001

作为观光园内的标志性景点，承载了重要的历史价值、空间价值和情感价值，已开发出较大的旅游价值DD-002
DD-003

b 作为军事建筑 XD-007 至今仍具备军事功能

c 废弃未使用

XD-001
周围环境破败，道路被树木阻隔，可达性较差，故荒废未使用XD-002

DD-005
DD-006 因主体破损和环境恶劣两方面原因造成废弃

利用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包括“扩大文物资源社会开放

度”“创新利用方式”“落实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政策”“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等措施，切实让文物活起来。目前，保护宪

章的通用原则与保护的具体实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6]，遗

产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基于遗产本体的特性，结合地域

特色和人文环境，制定富有创新力的活化利用方案，使其

在当今社会继续发挥用途。

4.2 空间规划

在保护研究过程中，应以整体性原则为指导，对大小

嶝岛现存的战争遗产进行“捆绑式”研究，使战争遗产、环

境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一个价值巨大的整体，以此

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

目前，大小嶝岛上一系列战争遗产仍以散点式分布，

各遗产之间距离较远，因而显得联系性和整体性较弱。大

小嶝岛作为战争遗产片区，需进行整体性规划设计。根据

现状，规划设计应注重公共交通的增加及内部交通流线、

交通方式的完善与规范管理。此外，对区域内相关旅游商

业、餐饮、住宿应当进一步完善，提升景区的整体空间品

质。同时，还应全面而系统地对战争主题游览进行规划，

统一思考保护方式。

在大小嶝岛具体规划方面，需根据战争遗产的位置

分布，并结合闽南文化和海洋文化打造具有战争文化特

色的海洋休闲旅游岛。规划建议包含三条主要路线 ：一

是结合碉堡、地道等战争遗址，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路线 ；

二是联系闽南古民居、铁树园景区、观景台等现有旅游景

区，形成闽南文化之旅 ；三是基于位置和功能整合设计

码头和休闲渔村，打造独特的体验式旅游服务（见图2、

图3）。

4.3 保护修缮

对于一些保存完整程度高、记忆价值高、投入使用良

好的遗产要素，宜以保护和修缮为重心，在评估遗产本体

及周边环境后采取相应的要素修复和环境整治手段，以保

证战争遗产的原真性。例如，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大力

建设史迹公园，其主要手段是将遗址本身作为一个重点，

使用复原设计和重建手段再现历史场景，再由这个点扩大

图 2　大嶝岛区域规划图（图片来源 ：作者自绘）

图 3　小嶝岛区域规划图（图片来源 ：作者自绘）



城市建筑 建筑遗产  2019 年 4 月第 16 卷总第 315 期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14

到周边区域形成一个面，逐级深化保护的内容及范围，最

终形成可观赏的纪念园。

调查发现，DD-001广播堡（见图4）、DD-002广播堡

（见图5）、DD-003炮台（见图6）作为战争文化旅游资源，

产生的社会效益良好，其本身包含的记忆价值得到了完整

的表达，故应对其采取原样保护措施，如通过清洗、修复、

结构加固等基本保护工作[7]，使其具备原貌展示的功能，

也是对战争遗产真实性的尊重。

相比上述遗产，XD-003碉堡（见图7）、XD-004广播

堡（见图8）主体保存尚完整，但由于周边环境缺乏整治，

导致投入使用情况不佳，故需对整体场景进行适当修整。

主体修缮方面，可采取损毁部分复原、整体翻修、拆除重

砌或更换构件等方式。环境整治方面有以下几种措施 ：①

将遮蔽碉堡的杂草去除，使其露出完整的立面 ；②清理或

增设通往碉堡的道路，提高参观路径的可达性。

4.4 活化利用

对于部分保存较完好、记忆价值较高但投入使用情况

不良的碉堡，一方面在尊重其完整性、连续性、真实性的

前提下，应结合地域特色与人文环境，赋予其现代化功能，

以满足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求 ；另一方面，由于遗产

要素类型多、数量大，应注重设计策略的一致性和设计方

案的多样性相结合，宜首先在遗产评估体系的指导下对其

进行分类，根据各类别的共性制定统一的设计策略，再按

照各遗产单体的特性进一步确定活化设计方案。下面以遗

产资源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碉堡为例，选取保存较

完好、记忆价值较高但投入使用情况不良的碉堡作为研究

对象，从碉堡本体的活化更新和碉堡外部的场所提升方

面，探索活化设计可行性方案，为遗产要素的现实改造利

用提供思路。
4.4.1碉堡本体的活化更新

战争遗产在和平年代已不再具备战时的功能，但其战

争文化与记忆价值需要得到延续和传承。通过对遗产要素

图 4　DD-001 广播堡 图 5　DD-002 广播堡 图 6　DD-003 炮台

（图片来源 ：作者自绘）

图 7　XD-003 碉堡（图片来源 ：作者自绘） 图 8　XD-004 广播堡（图片来源 ：作者自绘）

图 9　XD-002 碉堡（图片来源 ：作者自绘） 图 10　碉堡改造为小型战争博物馆（图片来源 ：作者自绘）

（下转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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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遗留的旧工人住区是我国

工业历史上重要的遗存，隶属于工业遗产的一部分，具有

极大的保护价值。其规划、建筑特色十分显著，记录了人

们当时的审美情趣、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是文化历史完

好的承载者。在城市“退二进三”的进程中，老旧工人住区

的改造即将成为新一轮城市更新的重中之重。老旧工人住

区保护，需要基于工业遗产视野，依托整体构建保护原则，

以住区遗产价值传承为核心，保留时代印记，将老旧工人

住区的保护上升到城市遗产保护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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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XD-003 碉堡（图片来源 ：作者自绘）

图 12　观景台效果图（图片来源 ：作者自绘）

图 13　观景台设计理念（图片来源 ：作者自绘）

功能的重构，展示遗产本体蕴含的历史价值、空间价值和

情感价值，使其在当今社会继续发挥作用。

以小嶝岛上存留的XD-002碉堡为例（见图9），若仅

注重对遗产本体的修复，难以达到展现其文化内涵的目

的，因而可通过功能重构，将原本以防御战火为主要功能

的碉堡改造成以历史信息展示为主的小型战争博物馆（见

图10），丰富其文化内涵，促进记忆要素的完整性表达。
4.4.2碉堡外部的场所提升

战争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体现在对遗产本体和文化景

观的全局性考虑上。以一种不在其本体上做过多的干预设

计，而是在遗产要素外部，通过自然环境和人工景观综合

提升的方式，丰富遗产的整体文化内涵。例如，位于XD-

003碉堡临海一侧（见图11）的观景台设计（见图12），其

出发点是通过隐喻和重构，升华战争遗产的场所精神。该

设计意向来源于步枪和碉堡，提炼出碉堡和步枪的形体轮

廓，通过重构的手法，将以步枪为原型的观景台架设在以

碉堡为原型的断壁残垣上。材料选择方面，观景台采用铁

锈板、隐喻武器 ；作为支撑的墙体则采用和碉堡一致的石

材（见图13）。环境塑造方面，追求极致的简单，利用地形

的起坡辅以大块草坪，用环境烘托战争氛围。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整体性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对大小嶝岛进

行全面系统的战争遗产普查与登记工作，在建立遗产资源

库基础上，按照遗产历史价值及保存现状进行分类，并制

定相应的保护利用策略，以期为厦门地区同类型遗产保护

提供思路，形成完整的、真实的战争遗产保护体系。对弥

足珍贵的战争遗产采取积极必要的保护措施和适宜的利

用，不仅能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更是对我国近代战争

遗产保护研究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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