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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八卦街：

千年商贸街变身千年商贸街变身““活态街区博物馆活态街区博物馆””

传统街区的保护提升“要快又不能
急”。继一期“一街四节点”接近圆满收
官，当前，八卦街二期“一街五节点”的
改造提升正在持续推进。

据悉，二期占地面积83亩、建筑面
积5万平方米。其中包括和平路保护提
升、八卦街宋元海丝宴沉浸式体验馆、
后花街片区提升改造和宝岛路综合文
化活动中心、新华路保护提升等，涉及
沿街店面269间、非沿街建筑70幢。

“一期主要彰显传统风貌和业态，
二期将突出国潮现代。”卢金宗如此描
述未来的改造蓝图，届时将利用片区内
大量的南洋风格建筑和闽南古大厝，布
置开设宋元海丝体验馆、石狮侨批馆、
石狮商贸馆、石狮院士风采展示馆等，
传承石狮的商业文化，释放新时代的创
意与活力。

在此基础上，石狮市还将持续落实
老字号和传统业态扶持政策，聚拢更多
老字号，丰富和活化业态，让古街、古厝
成为石狮老百姓留住记忆、留住乡愁的
地方，也成为石狮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
有效载体。

以古早商贸市集传承地、城市文化
休闲会客厅作为发展定位，改造提升后
的八卦街街区，将分为八卦街传统市集
文化体验区、后花都市文旅休闲片区等
板块。在城隍街、糖房街、马脚桥等主要
街道，人们可以深度体验八卦街传统市
集文化；在和平路—后花街文化展示片
区，将进行旅游、休闲、创意孵化；而宽
仁社区，将成为体验石狮传统生活方式
和民俗文化、感受居民自发性发展旅游
服务和创意展示的好去处。

未来的八卦街，既是城市的根，作
为古早商贸市集传承地，传承并延续街
区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也是城市品
牌，作为城市文化休闲会客厅成为石狮
城市对外展示的窗口。

历史推移、岁月流转，八卦街尽管依然保持着繁
荣的商业景象，但建筑危房增多、公共配套设施老
化，内部道路狭窄、人车混行，环境脏乱差的问题日
益突出。与此同时，因为与周边城市交通衔接不畅，
街区的可进入性较差。居住与经商环境的退化导致
了人口流失、业态低端化和活力衰退，片区改造提升
的呼声越来越高。

直面一系列问题，2017年5月，石狮市委、市政
府规划先行，启动八卦街保护提升规划。2018年 3
月，成立八卦街保护提升工程指挥部。2020年11月，
召开征迁改造动员大会。2021年4月，编制完成《石
狮市八卦街片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策划生成了“一
街四节点”和“一街五节点”的核心街区，形成八卦街
核心区“一横一竖”主轴线。

遵循规划，八卦街保护提升逐步展开，渐进式保
护传承历史文脉，展现“见人、见物、见细节”的完整
图景，使八卦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持为一个传统、理想
的古早市集体验地。截至目前，一期“一街四节点”已
进入尾声，良好的成效使得这里成为县域更新“省级
样板”。

政府居民一起出资
实践“共同缔造”模式

政府出方案、搞施工、承担立面风貌改造费用，
居民出资承担其余改造费用。八卦街街区的保护与
更新，探索出了以居民和政府共同出资的“共同缔
造”的实施模式。

“改造前，我们深入调查摸底，80%的居民和业
主都希望保留产权，继续在八卦街经营与生活，而非
被征收统一经营。”八卦街保护提升工程指挥部办公
室主任、凤里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卢金宗介绍，根据民
心所向，指挥部及时调整工作方案，探索政府与居民
共同出资改造的“共同缔造”模式。

这一模式下，为确保街区风貌不走样，由政府负
责方案设计与施工，明确主要建筑立面控制要求，并
承担包括骑楼保护的修缮加固，骑楼等建筑拆掉后
按规范建的立面装修费用。居民则按产权面积，承担
除风貌保护外的建筑改造费用，结合住户需求制订
个性化的修缮改造方案。这一模式，得到了居民业主
的积极回应，实现了“皆大欢喜”。

单元划分按片改造
延续百年骑楼风貌

八卦街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商业繁荣，其改造工
程十分重视保护传承这些特色。为确保项目更为科
学合理地实施，石狮市采取了“以街块为单元”整体整
治的方式，“成熟一片、改造一片”。改造过程重点保护
沿街连续的百年骑楼建筑风貌。后跨与街块内部的建
筑，则主要保护传统风貌及传统风貌以上建筑，其他
建筑结合沿街建筑进行统一设计、整体改造，使八卦
街片区由现状线性街巷空间转变为“点、线、面”共存
的网状空间。

改造分期进行。2020年起先行启动对城隍街、
凤里庵入口广场和配套停车设施、城隍庙庙前广场
及庙后空间、庄厝埕美食广场、马脚桥三角窗涉及沿
街382间店面、195幢非沿街建筑的“一街四节点”进

行改造，占地面积达66亩、建筑面积5.85万平方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改造期间指挥部为商户寻找了
市场过渡点，免租2年，改造后再一同回迁。

传统工艺保留风貌
“减法原则”做优景观

传统文化街区需要修旧如旧。八卦街改造中，石
狮集聚老工匠，在修缮工艺、改造技术等方面下足

“绣花功夫”，着力灰塑、出砖入石等传统建造工艺的
应用，凸显地方特色。在对各类老建筑的勘察和材料
检测后，确保每一项修缮工作都具有科学依据，从而
为后续的修缮工程提供科学真实的依据。

改造前，街区内的主要地标建筑周边环境杂乱，
无法体现其历史文化价值。经过提升，石狮市重点保
护了街巷格局肌理、道路空间尺度，采取“减法”策
略，降低建筑密度与容积率，延续原“九街十一巷”的
格局特色。这为地标建筑腾出了展示空间。在凤里庵
入口广场节点，施琅坊恢复挪至凤里庵入口，作为街
区迎宾大门，打造凤里庵入口广场和停车楼，恢复保
留驿道走向及风貌特色，形成驿道文化景观带。同
时，以凤里庵为视觉焦点展开，形成空间景观序列。
在城隍庙节点，则将戏台后移，与城隍庙围合形成小
广场，利用其空间形成文化休闲广场，打造传统文化
展示+民俗活动+非遗传承+休闲服务+社区服务的
综合文化展示节点。

鲜有的增量是复建片区中心钟楼，形成八卦街
文化标志，唤起片区历史记忆，为八卦街恢复了片区
突出的地标性景观。

活力回归焕发新生
文旅商热力联动

经过数年的改造提升，八卦街迎来了全新面貌。
今年9月底，八卦街举行亮灯仪式，同步举办第二届
福狮文化节暨第三届八卦街文化节。焕新开放的街
区，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保留完整的传统业
态、洗去铅华的地标建筑，让大家惊喜连连。

如今，由凤里庵入口走进八卦街，穿过施琅坊，
两旁的骑楼风貌原汁原味，街区内外联系畅通便
捷。穿行在整洁舒适的城隍街、糖房街、卖鱼街、人
民路等街区道路，洪纯泰环球百货大楼一如当年刚
落成的样貌矗立街头，凝固着奢华商场的记忆，也
是石狮人勇闯商海的缩影；同心粿、缘顺发食品、丽
枝蒜蓉枝、来旺良品堂、阿凸芋圆、牛肉羹……一家
家老字号或回归或进驻，浓厚“烟火气”里，有石狮
传承文化和非遗的努力，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串街走
巷中寻找品味美食的乐趣。“冬吃菜头夏吃姜，免请
医生免烧香”“讲诚信守契约”“一诺重千金”……沿
街的招牌标识等，更彰显石狮城市精神与街区文化
底蕴。

“入宽仁三日，即为宽仁人。”卢金宗介绍，八卦
街主要传统街道所在的宽仁社区拥有82个姓氏，包
容性极强。如今，保护提升后的八卦街，也以这种海
纳百川的气象，招引业态进驻，欢迎游客体验。

2023 年，以八卦街保护提升工程为核心的石
狮市老城中心区城市更新，成为省级县域更新建
设样板。

八卦街，实质上不是一条
街，而是由“九街十一巷”组成的
街区。它兴起于隋唐、形成于宋
元、崛起于明清、繁荣于民国、
完善于当代。八卦街见证和代
表了石狮的发展史，它不仅是
石狮发祥地，也是石狮历史建
筑、传统商贸、古早民俗、地道
小吃等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活
态物质载体。

由驿道聚成市
“九街十一巷”商贸繁荣

在1400多年前的隋朝，今
凤里庵（旧称观音庵、观音宫）
前有一条古驿道，是沿海通往
泉州的必经官路。隋大业三年
（607），人们在路旁建了一座
观音亭，亭前有石狮子。起初，
仅有几户居民于此设摊贩售。
后来人口迁入、人群日多，形
成村落。

宋元时期，观音宫至馆顶
“驿馆”间小店铺不断出现，形
成“观音亭顶街”。后来，店铺又
向观音亭东南方发展，形成另
一段“观音亭下街”。这两条街
是石狮最古老的街道，共有六
七十家店铺，形成最初的商业
格局。这一时期，街道周边形成
了小街道、小圩场。

进入明清时期，石狮沿海
居民两次人口迁移至此，推动
商品经济繁荣，八卦街所在地
发展成为有九街、五围、七
社、八券和十一条巷的小集
镇，逐渐取代原本较为发达的
沿海地区，成为辐射永宁、蚶
江、祥芝等地的商贸枢纽。

清末民初，因旅外华侨的
崛起和交通的发达，侨汇增加，
石狮集镇得到发展。两次世界
大战后，石狮华侨均怀着实业
救国的宏愿，纷纷回乡投资实
业、新建道路、发展商贸，建起
大量商业骑楼，八卦街和石狮
的商贸产业不仅门类更加全
面，数量也迅速增长，成为繁荣
的市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八卦街进一步发展。随
着市政建设的推动，街道设施
不断完善。特色美食、山货海
鲜、婚丧民俗、日用百货、服装
鞋帽、五金家电等经营种类齐
全，老百姓生活所需各类商品
均可在街区内“一站式购齐”。
街区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烟火
气息浓郁，每天都演绎着生活
的美学。

纵横交错有街巷，把街区
分隔呈九宫格形状，外来客商
走入其中犹如进入迷宫，常会
迷路。1947 年，石狮工商界人
士筹资在老街区十字路口建起
一座西式钟楼，方便掌握和校
对时间。在街区绕来绕去的客
商总能见到钟楼，调侃犹如闯
进“八卦阵”，久而久之，有了

“八卦街”的说法。

遍布古建地标
见证重大历史时刻

八卦街街区不仅是商贸中
心，也像是一个宗教博物馆、建
筑大观园，遍布石狮起源与兴

起的地标建筑和文化根源。
凤里庵前憨态可掬的隋代

石狮子，雕工古朴、讨人喜爱，
被认为是“石狮”地名的起源。
当时，这里是晋南沿海人们沿
古驿道去泉州郡城时必经此
地。民众常相约在庵前的石狮
子前会合。大家说话算数、约定
俗成，“石狮”这个地名就此传
开了，并为石狮人植下诚信的
根基，熔铸形成了重信用善经
商的传统。

相传明朝洪武年间，江夏
侯周德兴巡察海防路过此地，
精通堪舆的他发现观音宫正好
坐落在“凤穴”之上，与西边小
山岗的“狮穴”遥相呼应，他断
言此地“狮舞凤翔，日后必昌”，
从此观音宫就改为凤里庵。到
了嘉靖年间，倭寇侵犯永宁，沿
海百姓迁入石狮，乡民利用凤
里庵石狮子作为炮架，击毙倭
寇首领，从此石狮子被视为保
护神。狮子的智慧、勇敢、奋发
成为石狮的一种精神，不断激
励石狮人爱拼敢赢、创新奋进。

离凤里庵不远的石狮城隍
庙被认为是石狮城兴起的标
志。它建于清代康熙丁未年
（1667），源自永宁城隍庙。清
初，朝廷厉行迁界，以断绝沿海
百姓对郑成功抗清活动的援
助。永宁百姓内迁石狮时，城隍
庙也随之迁来，族群信仰迁播
促进了石狮城隍庙的振兴和街
市的繁荣，还见证了“石狮分

县”等重大历史事件。
八卦街还有一座建于清代

康熙年间的“南邦寄重坊”，俗
称“施琅坊”，是为纪念靖海侯
施琅将军收复台湾而下旨于此
处建造的。随着历史的变迁，这
座牌坊与周围的民居相互融
合，留存至今，牌坊正反面仍可
看到“南邦寄重”“忠勇性成”等
字样。

此外，八卦街片区镇中路
西侧有一基督教石狮堂，始建
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该教
堂系当年英国长老会来石狮开
荒布道、设教所建，是闽南一带
较早的基督教堂，已有百余年
历史。

1700米骑楼
满满家国情怀

八卦街街区的另一大特色，
是其沿街有约500幢、总长约
1700米的骑楼。这些骑楼建筑
集中成片、规模较大，街长接近
同时期建设、骑楼街长约2000
米的泉州古城中山路。但两者的
组织方式大有不同：泉州中山路
的骑楼呈线性分布，贯通南北，
而八卦街街区的骑楼呈网络状
分布。

在清代，八卦街街道的宽
度通常只有3米左右。1927至
1933年，石狮华侨倡导投资拓
宽旧街道，建新街道，至 1949
年前夕，石狮已初具商业街市
规模。随着街道的拓宽，原沿
街建筑拆除后建设了骑楼，西
式材料与本土材料相结合，立
面装饰大多有很强的南洋风
格。华侨们还在街区集资或捐
资兴建了迦南园、爱群小学、
聚仁楼等，见证其宽厚仁德、
热衷公益之心和满满的家国
情怀。

守护城市根脉
打造石狮名片

石狮地名从这里起源 以以““修旧如旧修旧如旧””原则堆灰塑原则堆灰塑
恢复建筑风貌恢复建筑风貌

片区内的城隍庙分香中国片区内的城隍庙分香中国
台湾台湾、、香港地区和菲律宾等香港地区和菲律宾等，，每每
逢城隍诞辰逢城隍诞辰，，许多华侨回乡参许多华侨回乡参
加城隍信俗活动加城隍信俗活动，，是侨台联系是侨台联系
的重要纽带的重要纽带。。

经过改造提升经过改造提升，，八卦街日渐成为石八卦街日渐成为石
狮新的文旅目的地狮新的文旅目的地。。

见证石狮商贸繁荣的洪纯泰环球见证石狮商贸繁荣的洪纯泰环球
百货商场百货商场，，是石狮人勇闯商海的缩影是石狮人勇闯商海的缩影。。

凤里街保护提升后凤里街保护提升后，，诚信精神诚信精神、、闽南闽南
俗语等融入风貌展示俗语等融入风貌展示，，同时开展小吃节等同时开展小吃节等
活动聚集人气活动聚集人气。。

昨天

今天
明天

保护提升 成就县域更新“省级样板”

一条八卦街，半部石狮史。
石狮中心老城区的八卦街，是这座侨乡城市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从隋唐起，八卦街由驿道聚集成市，由市聚

居成村落，发展到近现代，成为坐拥“九街十一巷”的繁华商贸中心，见证了石狮千年的发展轨迹。它不仅是商业脉络
的见证者，更是文化交融的承载体，穿越岁月，书写着石狮独特的历史篇章。

2017年以来，随着八卦街保护提升工程的实施，八卦街一改公共配套设施不足、道路狭窄混行、活力下降的面貌，
以焕新的环境，以及承载延续传统商贸与老石狮生活的功能，成为彰显石狮城市脉络与侨乡记忆的街区博物馆、传统
技艺与创意潮流碰撞的展示体验街区、品质生活与文旅休闲深度融合的城市会客厅。

□融媒体记者 黄耿煌 胡彦明 通讯员 林育超 余清威 文/图（部分图片由八卦街保护提升工程工作指挥部提供）

古时一句古时一句““去石狮吗去石狮吗””便便
立下约定立下约定，，也让这座城市因诚也让这座城市因诚
实守信而有了名字实守信而有了名字——石狮石狮。。

凤里街保护提升前凤里街保护提升前

城隍街保护提升前城隍街保护提升前

改造提升后改造提升后，，八卦街片区围绕发八卦街片区围绕发
展历史创作展出独具特色的街头雕塑展历史创作展出独具特色的街头雕塑
小品小品。。

城隍街保护提升后城隍街保护提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