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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发布

“2022 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从全球 225
处提名遗产地甄选 25 处作为支持对象，其中

福建福州永泰县的黄氏“父子三庄寨”入选。

这意味着，庄寨这一独特建筑进入国际视野，

也为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化、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新的契机。

庄寨：深藏山区的昔日风华

永泰庄寨位于闽中戴云山区，始于唐朝，

盛于明清，前寨后庄，是一种基于山林经济的

居防一体的乡土建筑。防御系统有碉式角楼

及机关、竹制枪孔、跑马道等。而深深的水

井、宽大的排水沟以及私塾等建筑，又体现着

居住属性。

历史上，永泰庄寨总量超过 2000 座，现存

比较完好的仍有 152 座。如今，永泰县大展村

的“五寨十六庄”、下园村的“一寨连九庄”等

仍可见当年盛况。永泰庄寨采用“四梁扛井”

的独特建筑结构，精致的木雕、彩绘、灰塑、挂

瓦墙等令人称奇，有“山岭奇构”的美誉。

在永泰，耕读文化根深叶茂，南宋年间出

了 7 位文武状元，现存丰富的文献，记载着代

代传承的家风家训，内容多为尊师、勤俭、励

志、团结互助等。

现如今，在永泰还流传着许多当地人耳

熟能详的故事。庄寨人很讲诚信，积善堂的

主人 1905 年借钱修建庄寨，其后人 1996 年终

于还清；有当地人后代移居外地后，仍每年派

人回永泰参与打扫祖厝，600 年不曾间断；用

坦厝的门额横批“吾爱吾庐”就像今人所说的

“我爱我家”……而此次列入观察名录的黄氏

“父子三庄寨”保存丰富的契约文书，记载了

明清时期闽中山林开发的进程，反映了家族

作为当时最基层的社会治理单元，是如何通

过血缘、地缘和契约关系应对环境的变化，不

断繁衍发展的。

保护：探索独特的永泰经验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少人或无人居住，为

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古建筑，永泰县于 2015 年

9 月成立古村落古庄寨保护与开发领导小组

办公室（以下简称“村保办”），对现存较完好

的庄寨，由县财政列支经费，有重点地加以修

缮保护。

永泰县政协副主席、村保办主任张培奋

说，县里对使用奖补资金设立严格的门槛，包

括必须先修缮、政府补助不能超过总耗资的

50%等。这样一来，政府资金以少引多，撬动

社会资源投入文保。

不仅如此，永泰县还独创了依托宗亲成

立的庄寨保护与发展理事会，截至今年 2 月已

在县民政局登记成立 38 个理事会。

庄寨地理位置分散，要保护好，离不开群

众参与。渐渐地，永泰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

起来，人们纷纷出钱出工出力修缮自家祖屋，

人们的观念也从“拆寨为荣”逐渐转变为“护

寨为荣”。

爱荆庄是 700 多名鲍姓宗亲的祖屋。从

小在庄里长大的爱荆庄党支部书记鲍道文

说，父亲的一句话让他坚定了修复祖屋的决

心：“不能让庄寨文化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弄没

了！”鲍道文等四处奔走呼吁，率先成立理事

会。有政府资金引导，理事会牵头，村民齐心

参与，人们热情高涨，共捐资 400 万元，还把老

家具、工具等汇聚陈列，老族谱、票据、照片、

古籍等摆满庄寨的厅堂。经过多年不间断的

努力，爱荆庄焕发新生机，2018 年 11 月荣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

秀奖。

“村保办+理事会”的机制破解了文保难

题。永泰县几年的抢救性保护工作，使 30 多

座庄寨做到了不塌不漏不倒，有 18 座成为省

级保护单位，积善堂、绍安庄等 5 座被列入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泰庄寨获评“中国传

统建筑文化旅游目的地”等称号。

活化：发展多种文化业态

“保护的目的是再生。”张培奋介绍，修缮

后的庄寨，最低功能是重现祭祖和家族聚会

盛况，但文化遗产保护绝不止步于此。永泰

正结合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为古厝注

入活力。目前永泰庄寨已有书吧、民宿、农家

乐、研学基地、乡村创客空间等业态，县内形

成多条庄寨旅游精品线路，正进一步筹划对

庄寨和传统村落进行集中连片的保护利用。

爱荆庄活化利用后，功能大大延伸。民

俗馆收集的老物件，布满 5 个展室；红色记忆

馆由周围 5 个村支部共建，其中“庄寨听党说”

主题展陈列了从庄寨走出的革命者事迹；庄

寨新建的爱心书吧，藏书达 1.3 万册。

在不远处的青石寨，鲍永正在创客空间

忙活着。和他一起工作的，是一群回乡创业

的年轻人，他们利用当地土特产推出“寨下有

礼”文创礼品，又准备建一家农产品加工厂。

毕业于设计专业的青年夫妻石浩男和谢

方玲，在嵩口镇租下清代古厝黎照居，将其改

造为多功能的时尚空间，他们的设计工作室

也设在这里。谢方玲说，古建是旧的，生活是

新的，乡村振兴要发现价值，植入现代元素。

张培奋也认为，文化遗产不能是孤零零的，实

现持续发展要发现、重估、输出乡村价值，让

城乡之间形成交汇。

“十里竹林到月洲，一溪桃花伴芙蓉。”月

洲村是宋代词人张元干的故乡。这些年，月

洲村修复张元干故居、张氏宗祠、宁远庄，重

建寒光阁、水月亭等，并新建一批旅游基础设

施，村里观光农庄、研学营地、度假村齐全。

该村庄寨宁远庄经修缮后已变身为古兵器博

物馆，村里还举办摄影大赛、楹联大赛、美丽

乡村旅游季等活动，村民办农家乐，开民宿，

或在家门口销售自产的蜂蜜、花生、山茶油

……依托文化遗产振兴乡村，激活了古老的

月洲。

月洲村获评全国文明村、“福建十大醉美

村落”等荣誉称号，一年接待游客约 10 万人

次，村民得到了实惠，外出打工者纷纷回流，

安居乐业。村支书曾巩荣开心地说：“现在我

们打工不出门，产品不愁卖，出门很自豪。”

图①：永泰县和城寨风光。

图②：村民在修缮祖屋。

图③：永泰县仁和庄一隅。

张培奋摄

抢救性修缮保护古建，依托文化遗产振兴乡村

一片古庄寨的时代新貌
本报记者 连锦添

位于闽中戴云山区的
永泰庄寨是基于山林经济
的居防一体乡土建筑，已
有千年历史。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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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庄寨作为福建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防

御性民居建筑，现有遗存主要兴建于明清。

庄寨承载着家族成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使用

功能和情感寄托，其价值不仅体现于庄寨建

筑的物质本体，还包含依附于物质和空间而

存在的非物质文化，包括传统信仰、礼仪、技

艺、习俗等。可以说，庄寨是生活在其间的永

泰人世代记忆与依恋的空间。

2016 年，复旦大学的学术团队受邀三访

永泰，走进了下园村美丽的乡土建筑——容

就庄。为成立修缮保护容就庄的家族理事

会，下园村的黄氏家族成员毕力同心、一呼百

应。这种围绕庄寨保护而产生的凝聚力，使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以建筑遗产牢系传承“家

文化”，正是永泰庄寨的关键价值所在。

下园村现存有“一寨九庄”，近年来一些

村民虽然陆续搬离庄寨，另辟新居，但仍传承

祖训，重教兴文，坚持通过祭祖、修谱等方式追

思先祖，昭彰德义。下园村只是永泰庄寨的

一个缩影。永泰诸多不同庄寨的后人，都在

“家文化”的影响下，一边走向城市谋求发展，

一边回归乡村汇聚合力，共同参与庄寨的遗

产保护和文化传承，在城与乡、家与国、历史与

当 下 之 间 ，透 过 一 梁 一 瓦 构 建 着 关 联 和 凝

聚力。

庄寨的价值既在于物，也在于人。永泰

庄寨中的“家文化”所体现的教化与凝聚之

力，为当下乡村吸引人才回归、带动城乡资源

融合提供了可能。保护庄寨建筑，是以文化

遗产为契机的联合，而对其内在行为动力的

认知，则与文化遗产的关键价值相辅相成，可

以延伸至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之外，发挥更加

广泛的地域影响。

在永泰庄寨保护中，当地政府部门善于激

发基层力量，以有限的政府资金投入带动民间

资源融合汇聚，实现了多座庄寨的低成本、高

效率修缮保护，是以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有效

带动乡村文化、人才、组织振兴的典型案例。

村民是乡村的主体，是村落形成与发展

的建设者。要完成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时代

任务，必然要充分发挥人在其中的价值与作

用。承载着村落历史、维系着村民记忆的乡

村遗产，能够成为吸引人群回归、促进城乡互

动的一大推动力。蕴含在乡村遗产中的慎终

追远、落叶归根等传统价值观念，使人们超脱

了城与乡之间的地域桎梏，经过长期的历史

积淀，滋养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也作为

中华民族显著的文化特质之一，成为激发文

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教授）

挖掘永泰庄寨的价值
杜晓帆

本报兰州 4月 11日电 （记者付文）11 日，甘肃省政府常

务 会 议 通 过 了《甘 肃 省 强 科 技 行 动 实 施 方 案（2022—2025
年）》（以下简称《方案》），力争到 2025 年，科技进步贡献率、综

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

支出比重均达 65%以上，分别较目前提高 8.6、11.3 和 11.4 个

百分点。

今年，甘肃启动省级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工作，对省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创

新基地进行系统评估，通过充实、整合、转改等方式增强研发

能力和竞争实力。同时制订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加强需

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十四五”经费总额较“十三五”

增长 20%以上，基础研究投入不低于省级科技计划专项经费

的 15%。

《方案》明确，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协调机制，将国有

企业上缴的利润按一定比例设立科技专项，以“靶向立项、激

励放大”等方式，支持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和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鼓励国有企业设立专款专用、不纳入增值保值考核

的企业研发准备金，在经营业绩考核中对研发费用全部视同

利润予以加回。

甘肃将开展省属高校院所薪酬制度改革试点，落实和完

善科研人员工资分配激励政策，积极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

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

甘肃出台方案加强科技创新

本报太原 4月 11日电 （记者付明丽）近日，山西博物院

将历年 22 个精品展览“搬”到线上，包括山西琉璃艺术展、丝

绸之路文物展、永乐宫保护与传承特展等。

据介绍，全景导览通过 VR（虚拟现实）技术，将展览的线

下场景实拍后还原到线上。观众可以在“山西博物院”微信公

众号菜单栏“展览导赏”栏目进入“线上展览”，通过场景选择

360 度全景看展。“线上展览”设置互动环节，观众可以点赞、

分享以及拖动头像选择合适位置留言。

山西博物院推出 22个线上精品展

本版责编：智春丽 管璇悦 邓剑洋

版式设计：张丹峰

乘 坐 长 91 米 的 隧 道 式 自 动

扶梯渐入水下，横穿 146 米的水

平长廊，走过长江水下 40 米深的

参观廊道，这便是位于长江江心

的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白 鹤 梁 原 址 是 一 道 长 1600
米、平均宽约 15 米的天然石梁，

位于涪陵城北长江与乌江的交汇

处，是以石鱼作为枯水水标的古

代 水 文 站 。 梁 上 现 存 165 段 题

刻，记录了自唐以来 1200 多年间

长江枯水年的水文资料和大量历

史名人的诗词真迹。透过 23 个

圆形玻璃观察窗，能够清晰看到

白鹤梁上古人留下的千年文字题

刻及石鱼。

从 古 代 水 文 站 到 水 下 博 物

馆，是怎么建起来的？三峡大坝

蓄水 175 米后，为避免白鹤梁题

刻淹没于江底，白鹤梁题刻保护

工程于 2003 年启动，采用“无压

容器”原理对题刻进行原址原貌

保护。

如何给观众创造良好的参观

体验？难点还在于“水”。清澈的

水体，是游客从观察窗直接看到

白鹤梁题刻真容的前提。净水，

成 为 这 座 水 下 博 物 馆 的 工 作

重点。

在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参观廊

道进口处，两名具有专业资质的潜

水员正在进行下水前的准备工作——水下温度较低，需要在潜

水服内穿上保暖的衣物，还要在腰部增加配重，以便控制在水中

的浮力。严格检查好潜水装具气密性后，潜水员纵身一跃进入

潜水舱。

“每运行 3 个月就会出现保护体内水体透明度变差、藻类

繁殖及题刻表面滋生生物膜等问题，所以专业潜水员需要定

期下潜清洗。”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馆长杨邦德说。

潜水员在封闭的玻璃罩中来回游动，一边打开排污阀门，

利用排污软管将保护体内的沉淀物靠水内外压差自行排除。

另一边用毛巾擦拭观测窗及灯饰上的藻类生物。水越深，水

压越大，水下工作难度就越大。因此一般情况下，每次水下工

作不超过 1 小时，下一次水下工作须在 24 小时之后才能进行。

“水下照明灯具的温度、材质，都会影响水质。”为此，杨邦

德带领团队不断更新深水照明系统。灯具的用料从铝制灯具

换成不锈钢灯具，以此减少铝制灯具在深水中长期浸泡产生

的解析物；灯珠从暖白光灯珠换成冷白光，有效降低了水的温

度，以减缓藻类的生长速度。再加之 24 小时不间断循环系统

过滤等方式，“如今罩体里的水，从浊度而言，比可饮用的矿泉

水标准更高。”杨邦德说。

“石鱼出水，以兆丰年，是涪陵地区代代相传的民谚。”杨

邦德说。透过玻璃窗，顺着杨邦德手指的方向，能清晰辨别梁

壁上的双鲤石鱼题刻。1200 多年前，当地百姓通过观察长江

水位得出一条规律——石鱼题刻一旦露出水面，表示枯水周

期已过，丰收年景将至，接下来的一年将会雨水充沛，五谷丰

登。在杨邦德眼中，白鹤梁题刻就是这样一本藏在水下、记录

千年历史的书。

上图为潜水员在进行清理作业。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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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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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欣
悦

承载着村落历史、维
系着村民记忆的乡村文化
遗产，能够成为吸引人群
回归、促进城乡互动的一
大推动力

■新语
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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