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世界遗产
责编：齐 欣 邮箱：lairuismile@126.com

2021年12月6日 星期一

世遗大会带火闽清古厝
邓啸林 黄晗微

左图：福州是第44届世界遗
产大会的举办地。在此期间，福
州持续推进古城风貌提升，形成
了一个个古厝、古街、古树、新
绿交相辉映的生态历史文化街
区。三坊七巷是福州古厝街区发
掘历史、文化、社会价值的典型
代表。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2021 年 7 月，
第 44 届世界遗产
大会在福建省福州
市举行。借此，世
界遗产理念对当地
的公众认知和社会
发展都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多山丘、少平原的地
理环境，地偏远而多匪患
的历史环境，再加上南迁
中原民众聚族而居、封闭
农耕的生活习惯，使得闽
清至今存有100多座寨堡。

除 传 统 民 居 类 古 厝
外，闽清古厝还包含祠厝
建筑，体现了宗族祭祀观
念，有的古厝甚至引入神
灵和信俗空间，如名冠八
闽的六叶祠和张圣君主殿
金沙圣君堂。此外还有一
种“旗杆厝”，体现了当地
的科举文化。

闽清古厝同样面临着
保护和开发的双重压力。
2016 年时，洪水就曾损毁
了被誉为“民间故宫”的
中 国 第 一 大 古 厝 宏 琳 厝
（下图）内许多建筑。当地
还有一些标志性的古厝如
全国唯一一座由女性独立
主持建造的娘寨 （左图），
也面临财力不足难以保护
开发的难题。

为挖掘闽清古厝的社会
价值，梅城镇在系统梳理全
镇乃至全县古厝资源的基础
上，依托梅城印记特色历史
文化街区，推出梅城印记党
员政治生活馆和梅城印记历
史文化展示馆，介绍闽清红
色古厝与革命斗争史和闽清
八大文化。镇上还邀请县文
化馆排演话剧，每周末在街
区演出进行表演，吸引了大
量居民观看。

在闽清县金沙镇、桔林

乡等地，立足红色古厝建设
的纪念展示场馆，也成为了
各单位打卡的热点。据悉，
闽清将借世遗大会的东风，
采取措施进一步拓展红色古
厝的教育功能和社会价值，
期望吸引更多人前来参观。

上图：梅城镇红色文化
流动宣传队在红色古厝“讲
党史”吸引众多群众驻足。

左图：宝英厝内，建立
了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

黄 卉、池 远摄

作为闽清县域内古建民居
的统称，“闽清古厝”涵盖了当
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建筑风
格的古厝式建筑，体现了珍贵
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体
现出历史时代、历史人物、历
史建筑相互对应的特点。

据统计，当地共有594处文
物保护单位和文物点，10340处
古建筑，900多座古厝民居，数
量在整个福州名列前茅。

链 接

闽清古厝闽清古厝

延伸阅读

本报电 据中新网报道，山东省人民政府
于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实施建设黄河口
国家公园。

黄河口是全球新生河口湿地的典型代表，
也是世界范围内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形成、发育
和演化的“天然记录器”，保持了河口湿地生
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典型性。公园所在
的黄河三角洲融合黄河、海洋、陆地三大要
素，其资源禀赋和生态功能具有全球性保护价
值和国家代表性，已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并被列为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二期）
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

黄河口国家公园划定范围 35.23 万公顷。
其中陆域面积13.71万公顷，海域面积21.52万
公顷，同时还划定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面积
18.41万公顷，占总面积的52.26%。（孙婷婷）

位于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

黄河口国家公园
范围划定

右图：福州“后世遗”效应正
在显现。福州积极推动从世界文
化遗产价值视角保护海上丝绸之
路福州史迹。烟台山、金银里等
历史文化街区也更加活跃。烟台
山记忆博物馆留存的影像、声音、
实物，吸引了许多体验者前来。

江珊摄

黄河三角洲是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繁殖
地、黑嘴鸥全球第二大繁殖地、白鹤全球
第二大越冬地和栖息地。 张晓龙摄

本报电 一项发表在 《科学报告》 上的研究表明，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个由猛犸象骨制成的带有装饰的椭
圆形象牙吊坠，其年代可追溯至4.15万年前。研究人员
认为，这些物品是欧亚大陆上已知的人类制作的装饰珠
宝的最早证据。

据《科技日报》报道，这一吊坠装饰品包括50多个穿
刺痕迹组成的不规则环形曲线，以及两个完整的孔。

2010年，研究人员在波兰斯塔尼亚洞穴发现了该吊
坠，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一个由马骨制成的锥子以及动物
骨头碎片。研究团队利用先进的放射性碳测年方法，确
定年代在旧石器时代早期。 （张梦然）

发现欧亚大陆上已知人类
制作的装饰珠宝最早证据

本报电 近日，山东大学考古团队发表了《山东邹
城邾国故城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茶叶遗存分析》 报
告，正式公布山东济宁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西岗墓地
一号战国墓随葬的原始瓷碗中，出土的茶叶样品为煮
（泡）过的茶叶残渣，为目前已知世界最早茶叶遗存。

2018 年8月至12月，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
青教授领衔的邾国故城遗址考古队，对西岗墓地一号
墓进行考古发掘。考古队员清理墓室器物箱内存放的
随葬品时，对编号为M1：7、口朝下倒扣的原始瓷碗
小心翼翼进行提取时，碗体与内部填充土分离，顶端
露出茎叶状植物残留，考古队员当即意识到可能为重
要的炭化残留物，

据 《光明日报》 报道，研究团队采用红外光谱
（FTIR）、气相色谱质谱 （GC/MS）、热辅助水解甲基
化裂解气相色谱质谱 （THM-Py-GC/MS） 等技术，
分别对泡前茶叶、泡后茶渣和西岗M1样品进行检测分
析以确认其性质。通过综合分析，可以确认邾国故城
遗址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随葬的原始瓷碗中出土的茶
叶样品为古人煮（泡）后留下的茶渣。

据悉，此前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茶叶实物出土于
西汉景帝阳陵。邾国故城的这一发现将茶文化起源的
实物证据追溯到战国早期偏早阶段，也就是提前到公
元前453年至前410年。这比西汉景帝阳陵考古发现提
前了300多年。 （赵秋丽 冯 帆）

山东发现世界最早
茶叶遗存

现 场 发 现
这 些 植 物 残 留
时，考古队员当
即 意 识 到 可 能
为 重 要 的 炭 化
残留物，快速拍
摄照片记录后，
将 碗 体 与 土 样
扣合在一起，恢
复 原 状 进 行 整
体提取。

闽清古厝
养在深闺人未识

闽清位于福州西北部，地处该市进入
闽西、闽北乃至北上进京的咽喉要道。

以往，闽清古厝的名气并不响亮。其
实闽清古厝的数量很大，类型多样，并不
单指某一类型的古厝。

“福州古厝包含坊巷、商贸、园庐、工
业、宗教、庄寨、民居等7大类型，具有历史
悠久、数量众多、类型多元、活态利用等四
大特点。”在福州市文物局的魏子元博士看
来，闽清古厝是福州古厝的重要代表和有
机组成部分，集中体现其多元性等特征。

林跃先是闽清县博物馆原馆长，也是
研究闽清古厝的专家。他说：“闽清古厝
可分为明、清和民国不同时期的类型。明
代古厝多为‘凤凰展翅’状，建筑规模不大，
面阔常见五开间。清代古厝正座两侧夯筑
高大的封火墙，房屋开间少至六扇五间多
则十扇九间，在细部构件上精雕细琢。民
国古厝在清代古厝的基础上有所简化。”

公元 911 年 （后梁乾化元年），闽王
王审知升梅溪场为闽清县，此为闽清建城
之始。随王审知入梅的有金、吴、谢、
池、张等5大姓氏移民。他们带来中原的
宗族、科举等各种文化，也延续了中原的
建筑风格。

著名的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
就是闽清人。为纪念他的突出贡献，闽清
县修建了吴孟超院士馆。

“前面就到典利厝了！”距吴孟超院士
馆不远处有一座带有鲜明中原建筑风格的
古厝——典利厝。这是一座典型闽清古
厝，在整体上呈现出典雅的白墙灰瓦外观
特征。作为当地刚引进的干部人才，李国
瑞却已能将古厝特点介绍得头头是道：

“典利厝正门前方是一个半月形水池，主
要用于防火。远处那处石砌城墙，喻‘玉
带环腰’。那棵 300 年的榕树，相传旁边
卧着一只龟和一条蛇，称为‘龟蛇把’，
这一切显示出设计者意图构筑出的‘山水
人房’的和谐关系。”

1899 年，闽清人黄乃裳举家迁往新
加坡，先后3次招募移民赴马来西亚沙捞
越州诗巫开垦，并创办《福报》。时至今
日，马来西亚已有 20 多万闽清籍华侨。
当地华侨带回充裕的资本和南洋建筑风
格。“园庐式建筑”也在闽清大量出现。
天儒楼、臣庐、昌庐、慈庐等建筑在风格
上广泛地使用青砖立柱、券式拱门、拱
窗、玻璃窗、百叶窗、西式栏杆等西方元
素，与本土建筑风格融合，形成了“穿西
服戴斗笠”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

由于这些古厝显示出文化遗产特有的
历史价值，目前闽清县已经集中修缮 20
多座历史建筑。

基于多样特征
阐释闽清古厝文化价值

福建地理位置优越，地形地貌独特。有山
有海的格局下，居民塑造出多元的文化信

俗与多种样式的民居古厝。闽清古厝同样
集中体现了文化多样特点。闽清盛产松
木、杉木、樟木、楠木等树种和红土、花
岗岩、山石、竹子、芦苇等建筑材料，为
古厝建造提供了充足原料。所以仅以一县
之域就云集多种多样的建筑元素。除了中
原与江南风格的传统古民居，海外移民独
有的园庐建筑和番仔楼等外，还有体现客
家文化特点的寨堡和围屋。

“闽清的清，既指山清水秀，也代指
闽清女性。闽清山中有水，封建思想没有
那么深重；地狭人稠，女性也得参加劳作
甚至要独当一面。所以在闽清，许多古厝
还由女性独立主持或参与建造，这也是当
地独特的文化现象。”著名福州地方文史
研究专家陈初越这样形象地描述。闽清的
娘寨、冬筹寨、四乐轩都由女性主持或参
与建造。“这其中映衬出闽清独特的女绅

文化，孕育了男女平等的观念”。
闽清学者将当地的文化总结为8个方

面的特点。在闽清各类古厝中都能找到对
应的闽清文化特征。如二陈故居对应了礼
乐文化，许氏宗祠展现了状元文化，当地
的园庐建筑映衬了华侨文化，闽清义窑与
陶瓷文化、六叶祠与祠堂文化、金沙圣君
堂与非遗文化有着紧密关联，宏琳厝则代
表了典型的红色文化……这些文化元素在
这里水乳交融，不仅催生出多元共存的古
厝文化类型，也使得闽清成为建筑之乡并
获得“东南瓷都”之称。闽清的农产品也
很多元，粉干、糟菜、橄榄是三大农业品
牌，而且能形成一镇（乡）一品的规模。

文化多样性如何凝结为更为统一的文
化价值特征？“世界遗产大会举办前后，
我们开始着重挖掘古厝与八大文化之间的
联系。”毕业于清华大学、目前正在梅城

镇担任副镇长的陈国镇表示：“目前我们
正在努力创建‘中国礼乐之乡’‘世界礼
乐之都’，积极与清华大学礼学研究中心
合作，深入探究古厝中的礼乐文化。”

以社会价值
引领古厝“走出”深山

闽清古厝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然而其现状却不乐观：除自然灾
害带来的损毁外，许多建筑还面临年久失
修和随意翻新改造的局面。福州各地先行
出现的古厝保护热潮，与闽清相邻、著名
的永泰庄寨成为走红的旅游目的地……这
些变化都为闽清带来了希望和压力。

世界遗产大会虽然已经结束，但文化
遗产理念仍在为当地人带来持久的思考。
古厝提供的文化遗产内涵支撑，与人气聚
集带来的经济驱动效应、品牌塑造等同样
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福州，依托古厝
而建设的文化街区正在成为夜色经济新的
增长点。

“这恰好说明，我们古厝保护应有 3
个层次，一是就古厝本身来说，一定做好
保护；二是要挖掘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
值，使其既有形又有魂；三是‘借古论
今’，着重实现其社会效应。”闽清县梅城
镇宣传委员黄卉认为。

“今年以来，尤其是世界遗产大会举
办以来，我们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拨访问
者，来自省、市、县甚至镇里、村一级的
都有，甚至还有省外的前来。讲解员目前
严重欠缺！”梅城镇党委书记刘艳云这样
描述，“闽清是福建红色革命老区。很多
古厝都位于敌后根据地，曾作为地方联络
站、交通站。宏琳厝就是《抗日救亡》周
刊编辑部旧址，天儒楼是当年闽清县工
委、闽江特委旧址。今年又恰逢建党百年
和世界遗产大会召开，天时地利人和，推
出红色古厝都正逢其时。”

发掘古厝的历史文化价值，带动了社
会力量的参与，促进了古厝保护、利用、
开发共治合力。从闽清县博物馆退休后，
林跃先没闲着，又一口气出版 《闽清古
厝》《梅邑访古》等乡土文献。现在，宏
琳厝的666间建筑房屋内，举办了许多展
览。改造后的宝英厝成为清华大学乡村振
兴工作站，村民在这里直播带货、学习知
识，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