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漆大门缓缓打开，人头攒动的福建

泉州府文庙，人群瞬间安静，明伦堂前，演

奏者抱着各式乐器落座于八足圆凳上。

清雅的南音曲目《春光明媚》响起，大阮、

南音琵琶、现代木箱鼓、洞箫等乐器相得

益彰……

每隔一周，泉州点水南乐乐团成员、洞

箫演奏技艺传承人沈艺捷便带着乐团老伙

计们来到泉州府文庙展演。“古遗址上涌起

时代潮，活动效果超乎想象地好！”泉州府

文庙文物保护管理处主任何振良说。

2021 年 7 月 25 日，“泉州：宋元中国的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成为中国第五十六处世界文化遗

产。近年来，泉州以打造世界遗产保护利

用典范城市为目标，大力推动世界遗产的

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着力发展人文经

济，让山海之美与人文之韵更好为发展增

添光彩。

“家门口的文化遗
产，谁能不爱护呢？”

红砖古厝，曲径通幽，金鱼巷里，脚下

是青铜铺就的金鱼图案，身旁是流光溢彩

的泉州花灯。行走在泉州中山路这条百

年街巷中，满眼都是喜庆的“中国红”。锣

鼓声起，南音、木偶戏、火鼎公婆等戏团鱼

贯而过，不少身着马面裙、华服衣裳的年

轻人用相机记录下难忘时刻。

“我们对金鱼巷组织实施了微改造工

程，做到留人、留形、留乡愁。”泉州市文旅

局文保科副科长李庆军说。

经历过微改造的金鱼巷，是泉州古城

修复“绣花功夫”的典型映照——以传承历

史文脉、提升街区街巷、改善人居环境为重

点，秉承“修旧如旧”的修缮理念，泉州对

669幢传统历史建筑逐一登记建档、挂牌保

护、分批修缮，做到“原址、原状、原物、原汁

原味”。3 年来，泉州古城相继启动金鱼巷

微改造项目、中山中路综合提升工程、中山

中路周边街巷综合提升工程、中山南路周

边街巷整治提升工程等。

开元寺、石湖码头、德化窑址、市舶司

遗址……走进泉州的 22 个遗产点，千年以

前，“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盛景象犹在眼

前。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前副主席、中国

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会主任委员郭旃

说：“保护泉州 1300 多年的历史文脉，要注

意世界遗产的综合效应和根本效应，进一

步加强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

保护的首要前提是加快建章立制、坚

持制度规范。今年 1 月 1 日，《“泉州：宋元

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保护

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对泉州世界遗产的

保护、管理、研究、利用及相关活动进行了

系统规范。在泉州，2023 年文化遗产相关

立法占总立法数的一半以上。这些法规

条例的保护对象，不仅包括世界遗产，也

包括普通文化遗产和历史建筑。

多方形成合力，在泉州，已建立文物

与司法监察的联动监督机制，全面统筹世

遗保护利用工作。

“本次修缮工作已顺利完成！”近日，

位于泉州晋江的庄用宾故居，修缮施工传

来了好消息。2023 年，修缮工程施工队进

驻后提出了一些增补项目，但囿于资金问

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晋江市纪委监委

检查组及时督促晋江市文旅局及下属文

化馆做好增补项目必要性审定，组织主管

部门、属地街道、庄用宾后人代表及施工

方“四方”会商，确定增补量和资金出处。

不到半个月，项目便正式启动。

从多方联动到民众参与，泉州文物保

护利用共治共享的格局正在形成。

周日早上 7 点，家住鲤城区海滨街道

水门社区的吴秀满老人，早早来到巷子尽

头的市舶司遗址。千百年前，这里曾是万

国商船的必经之地，是我国重要的古海关

遗址，如今还有一座四合院矗立于此。87
岁的吴秀满，成为市舶司遗址的“民间守

护人”已有 28 年，年至耄耋依然精神矍铄，

对遗址历史如数家珍，“家门口的文化遗

产，谁能不爱护呢？”

不只吴秀满，泉州市文物局建立了一

支 100 多人参与的文物志愿者服务队伍，

涵盖文物专家咨询、义务讲解、义务巡查

等领域。与此同时，每年至少一次的文物

利用和安全管理培训班，让吴秀满常学常

新：“你看，线上导览、录制语音讲解，我可

是紧跟潮流呢！”

“对家乡的自豪感
激发出新的创造力”

青石路面，石坊矗立，泉州古城模范

巷内，一座名为小山丛竹的口袋公园，续

写着泉州千年文脉。

“唐代，为纪念‘闽文之祖’欧阳詹，建

有祀詹祠堂不二祠；北宋，在祠旁筑屋为

‘小山丛竹书院’；南宋，大儒朱熹多次在此

讲学，建亭植竹题匾。南宋以来，古代官员

和文人墨客途经泉州必到小山丛竹拜谒朱

熹，小山丛竹因此声名远播，是泉州文脉的

重要发源地之一……”说起小山丛竹的历

史渊源，泉州侨乡文体产业开发公司负责

人林晓赟滔滔不绝。

眼前这座秀丽的口袋公园，在 20 世纪

曾经房屋破败、道路坑洼。

2017 年以来，泉州市出台《泉州古城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实施方案》，在古

城范围全面启动 12 项修复计划，小山丛竹

的修复工作全面展开，并在 2021 年 5 月正

式对外开放。

“对世界遗产进行保护是全体泉州市

民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对家乡的自豪感

激发出新的创造力。”郭旃说。

曾经为家乡泉州写就《刺桐城》一书

的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如今受聘成为小

山丛竹书院首任山长，在书院里牵头开办

系列讲座，邀请名家学者来到泉州，也吸

引众多本地文化名家相继走进小山丛竹，

力争将这里打造成为“立足泉州，放眼世

界”的文化地标与学术高地。

在 泉 州 ，众 多 历 史 建 筑 得 以 保 存 文

脉。通政巷北侧，拥有 180 余年历史的苏

廷玉故居，引进文化产业公司，木偶戏团展

演是其常备活动；始建于清初的正音书院，

如今吸引讲学堂、电台节目录制、公益阅读

等多项活动在此常驻，一个功能全面的青

少年文学素养提升基地已然成形；修缮后

的黄氏宗祠作为泉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同

步作为泉州古城考古陈列展示馆，对公众

免费开放；金鱼巷 49 号通过以修缮权换取

使用权，设立了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世界

遗产保护管理泉州工作站……

以民为本、以用促修、共建共享，近年

来，泉州市注重提升民众的文化认同，深入

挖掘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微改造中留住泉州

古城的“根”与“魂”，以“见人见物见生活”的

景象再现宋元时期独特的海洋文化风貌。

洛 江 区 万 安 街 道 桥 南 社 区 ，背 山 面

海，坐落于世界遗产点洛阳桥畔，以“桥

南”为名已有上千载，村里仅 300 多米长的

古街，便随处可见闽南祖厝、中西合璧洋

楼，结构丰富，工艺精湛，彰显了木雕、砖

雕、石雕等传统艺术的魅力。

坐拥优质的世遗资源禀赋，在申遗成

功以来，桥南古街人气日渐提升。洛阳桥世

遗大讲堂、洛阳桥公益宣传活动、“风采世

遗 有福洛江”和“文明旅游·悦享生活”大

美洛江交响音乐会等精品活动在此举办。

申遗成功以来，泉州市加快考古遗址

公园规划建设，目前已有德化窑、永春苦

寨坑窑遗址获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

磁灶窑（金交椅山窑址）入选省级考古遗

址公园，南外宗正司遗址、安溪青阳冶铁

遗址获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立项，考古遗址

公园建设运行取得了良好成效。

“以文促产，让村民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华灯璀璨，位于丰泽区的汉月花灯工

作室里，国家级非遗项目“泉州花灯”代表

性传承人傅草艺还在通宵赶工，手中一盏

名为“清和富贵”的无骨刻纸料丝灯即将

完工。再过两天，这盏融合刻纸、绘画、料

丝、沥粉线、贴金箔等多项技艺的花灯，将

现身在一家茶旅空间里，与瓷器、茶叶一

起，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传统的元宵花灯，如今有了日常应

用场景，订单多到排不过来。”傅草艺笑着

说。17 岁便开始拜师学艺，傅草艺在早年

间也曾为生计发愁——元宵花灯节庆属

性强，工艺复杂但不耐用，销路打不开，手

艺人便无法以此为业。

“要说改变还是这几年的事，历史文化

街区的修缮，各式酒店、茶旅空间的兴起，

让花灯有更多的展示机会。”傅草艺说。工

作室里，既有传统花灯，也有针刺工艺的台

灯、DIY 小花灯。“尤其是针刺台灯，广泛应

用在新中式装修风格中，销量一直很好。”

傅草艺的话语，映射泉州以文促产、以

产兴文的人文经济发展之路。2023 年以

来，泉州市在全市范围内部署开展“文旅+”

专项行动，实施古城配套提升、古城引流、

文化赋能工业、小分队推介、海丝推荐官工

作室、簪花围爆款 IP打造等系列工程。

在海浪涛声里，于蚝壳大厝边，将浪漫

的簪花戴于头顶，是怎样一种体验？丰泽

区东海街道蟳埔社区，自打去年“蟳埔簪花

围”在网络上走红以后，便吸引来大量游客

——据有关短视频平台统计，今年春节，

“蟳埔簪花围”相关视频播放量同比增长

3058%，成为播放量增长最快的民俗项目。

“3.8 平方公里的社区里，诞生了 300
多家经营主体，其中经营簪花围业务的便

有超 200 家，吸引外来摄影、花艺、美妆从

业人员上千人……”蟳埔社区党支部副书

记庄群笑着说起一年来的变化。眼下，每

日上万人次的客流量，为村民带来可观的

经济收益。

“文化现象走红带来市场繁荣，但同

样也要加强监管，避免过度商业化，保护

好非遗民俗，深挖文化内涵。”丰泽区蟳埔

民俗文化村保护提升指挥部工作人员黄

燕鹏说，组建跨部门的指挥部和文化专

班、邀请专家学者参与村落规划开发、对

破败民居进行统一托底修缮、规范市场运

行……“目标就是系统保护蟳埔文化，以

文促产，让村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一组数据，让泉州市文旅经济办副主

任颜福州颇为骄傲：2023 年，泉州市接待

游客 8600 多万人次，同比增长 54%，增速

全省领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泉州

世遗传播呈“幂数增长”态势。

“作为世界遗产城市，泉州坚持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以‘树品牌、强龙头、提能

级’为抓手，着力打造全国最具烟火气的

旅游城市、世界海丝多元文化旅游目的

地。”泉州市市长蔡战胜表示。

图①：泉州石湖码头。 何陈文摄

图②：非 遗 传 承 人 张 红 萍 在 制 作 泉

州木雕。 杨小玲摄

图③：泉州丰泽举办文旅活动，展示非

遗簪花。 庄丽祥摄

图④：泉州晋江，老师带领学生体验非

遗刺绣。 谢贵明摄（人民视觉）

图⑤：泉州开元寺东西塔。

黄万成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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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考 古 ，后 出 让 ”，是 世 界

各 国 普 遍 实 行 的 基 本 建 设 考 古

制度。这是避免“建设性破坏”

或“ 开 发 性 破 坏 ”最 有 效 的 办

法 。 对 中 国 这 样 一 个 历 史 文 化

积淀深厚，同时经济建设、城市

更新持续活跃的文明古国而言，

落 实 好 这 一 制 度 的 意 义 格 外

重大。

我 国 有 142 座 历 史 文 化 名

城，许多城市曾是数朝古都，几

千 年 的 历 史 积 淀 了 无 数 不 为 人

知的文化遗产，“地下处处皆宝

物”并非虚传。但珍贵的历史文

化遗产遇到了不断长大的城市，

二者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实实

在 在 考 验 着 主 政 者 的 智 慧 与

担当。

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之

间 ，其 实 并 不 存 在 二 选 一 的 尴

尬。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

替代的宝贵资源，一旦损毁就难

以挽回。因此，在开展建设之前

做好考古勘探，就能实现两全其

美。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

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

部分。重大考古发现，不但能增

添城市荣光、打造城市形象、厚植

文旅资源，更能增强市民自豪感

和归属感，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

软环境。

实践证明，考古发现可以和

基本建设完美融合。1996 年，北

京在修建地铁王府井站时意外发

现古人类遗址，在经过科学的考

古发掘后，在原地修建了一座古

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2 万多年

前古人的生活场景伴随着现代化

的地铁，令游客深刻感受到北京

这 座 古 都 悠 久 深 厚 的 历 史 与

文化。

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积极

主动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度，

把考古挺在动土之前，为文化遗

产保护把好“第一道关”。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之初就

提前进行考古勘探，发掘了从战

国到清代一批墓葬，将通州的历

史 从 隋 唐 时 期 提 前 到 了 战 国 时

代 。 北 京 城 市 文 脉 因 此 更 加 完

整，古今交相辉映的城市面貌更

加凸显。

苏州市将“先考古，后出让”

写进政府规章和制度，全市实现

考 古 前 置 全 覆 盖 ，仅 2023 年 一

年，就发现了陆慕平江窑古窑址

群、唐家角新石器遗址、塘北新石

器遗址、苏大吴江校区商周遗址

等大型遗址。

许 多 城 市 在 建 设 中 主 动 为

文 化 遗 产“ 让 路 ”。 2020 年 ，杭

州 亚 运 会 重 点 配 套 工 程 杭 州 绕

城 西 复 线 杭 绍 段 工 程 绕 行 6 公

里 ，多 花 了 3 亿 元 ，为 的 就 是 保

护 良 渚 古 城 外 围 水 坝 遗 址 。

2021 年 ，温 州 在 修 建 城 市 主 干

道 时 ，发 现 了 温 州 朔 门 古 港 遗

址，于是立即暂停工程项目，新

增 2 亿多元投资，果断调整了道

路线位。

是“ 先 动 土 ，再 考 古 ”，还 是

“先考古，后动土”？当我们越来

越 深 刻 地 认 识 到 保 护 历 史 文 化

遗产对传承文明、弘扬民族精神

的 意 义 时 ，在 行 动 上 就 会 更 加

自觉。

为文化遗产保护
把好“第一道关”

张 贺

■■人文茶座人文茶座R

■■传承传承R

凿花、揩花、抽纱、绣花，新作

设计，文创开发，跨界创新……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浙江省非遗项

目台州刺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林

霞几乎每天都很忙碌。

在外婆的花绷前长大，林霞

16 岁时以绘画功底如愿考进台

州 绣 衣 厂 ，成 为 绣 衣 图 案 设 计

师。一辈子一件事，传承技艺 30
余年，“看到台绣的服装、文创、艺

术品逐渐受到社会喜爱，我非常

开心。”

台州刺绣，起源于浙江台州

椒江区，这里位于椒江入海的河

口内，是客运、货运的重要通道。

由于海运便利，源自西方的雕镂

和抽纱技艺随之传入，经与当地

的挑花、彩平绣等传统刺绣技艺

融合发展，逐渐形成了台绣既做

加法又做减法的独特“雕平绣”

风格。

走近一幅台绣作品，光线从

镂空处透了出来，绣影交织，美

感别致。

林 霞 说 ，相 较 于 苏 、蜀 、湘 、

粤 绣 ，在 布 上 做 减 法 是 台 绣 工

艺 最 独 特 之 处 。 比 如 雕 镂 ，有

比 喻 说 其 他 绣 种 是 在 布 上“ 绘

画 ”，而 台 绣 是 在“ 雕 刻 ”；其 他

绣 种 是 穿 针 引 线 把 图 案 绣 出

来 ，台 绣 则 创 造 性 地 以“ 抽 纱 ”

镂空出图案。

台绣技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

互鉴的产物。历史上，绣衣远渡

重洋，既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

魅力，也活跃了本地的经济。

20 世 纪 八 九 十 年 代 的 鼎 盛

时期，全台州绣花人员数以 10 万

计。然而，到了 20 世纪末，多数

绣衣厂归于沉寂。林霞曾见证台

绣的辉煌，经历它的衰落甚至濒

临失传，“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宝

贵的技艺，就这么‘断了线’了？

我不甘心！”

经过时间的积淀，台绣积累

形成了抽、拉、雕、包、绕等近 300
种针法。传承技法并创新表达是

林霞的坚持，“立足当下、立足生

活，以传统语汇艺术演绎现代生

活，将时尚、潮流、具有东方文化

特质的台绣艺术呈现给人们。实

践证明，这样的传承实践，能常为

常新。”

薄 处 如 蝉 翼 ，纹 饰 多 变 化 ，

经过创意的赋能、巧手的打磨，

台绣服装展现出立体、丰富、浮

凸的肌理效果。“辨识度高、特色

鲜明，有时尚味儿、国际范儿，所

以国内外消费者都喜爱。”有顾

客评价说。

台绣就此拓宽了市场。

林霞还跨界创作了不少台绣

艺术作品。做减法工艺的充分利

用，让作品呈现类似软雕塑的高

浮雕立体效果，独特的艺术美感

惊艳了不少观众。

在林霞看来，台绣更需要渗

透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让更

多 人 有 机 会 接 触 并 喜 爱 这 一 技

艺，甚至加入传承的行列。有越

来越丰富的产品，越来越庞大的

人群，古老技艺就能有越来越广

阔的未来。”

走 进 台 绣 生 活 艺 术 馆 ，台

绣 文 创 产 品 类 别 多 样 、琳 琅 满

目，“新潮”“素雅”“实用”，受到

年 轻 人 喜 爱 。 有 些 参 观 者 兴 致

浓厚，便停下脚步，参与到台绣

技 艺 体 验 中 来 。“小小的团扇文

创，既呈现了悠久的传统文化，

又贯穿了多样的台绣技法，买几

把带回家，实用又美观，有意思

也有意义。”来自北京的游客杜

莹说。

“工艺当随时代。我们要继

续从新观念、新材料、新技术、新

需求中汲取养分，让古老技艺更

好传下去。”林霞说。

浙江台州刺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林霞

与古为新，“雕刻”东方美
本报记者 郑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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