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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古厝的根与魂
注重内涵挖掘和传承

“现在古厝保护的硬件水平已经做得很好
了，但内涵的挖掘还有待加强！”针对福州古厝
的保护与开发，卢美松有着很多心得体会。作
为福建省文史馆原馆长，他长期致力于福州地
方史的研究。

在卢美松看来，当地有些古厝街区虽然商
业开发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实际上很多古厝的
利用率并不高。他以三坊七巷为例分析得出结
论，除了水榭戏台、二梅书屋、叶氏故居、林
则徐纪念馆被开辟为民俗博物馆、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场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禁毒
教育示范基地外，还有许多古厝建筑或空置，
或因收费而参观人数稀少。于是他就有了一个

“激进”的想法：建议福州应参照杭州“西湖还
湖于民”的做法，在具备保护能力的前提下，
将 159 处文物建筑让机构和个人去认领，展示
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家族历史。在此基础
上，还应该扩展为挖掘不同类型古厝背后的文
化，比如三坊七巷、上下杭、烟台山、永泰庄
寨所代表的坊巷史话、商贸史话、园庐史话、

庄寨史话等。卢美松认为：“古厝保护也需注重
非遗传承，如文儒坊闽山巷里有个卓公祠，其
举办的闽山庙会展现出丰富的福州非遗元素，
建议抓紧抢救。”

同三坊七巷文化一样，福建船政文化也是
福州的文化名片。在著名船政史和海军史研究
专家陈悦眼中，船政文化建筑群和工业遗产也
应该进行完整而系统的保护。他认为：“福建船
政在中国近代海防、近代航空、近代教育、近
代工业、近代外交、近代翻译等领域皆占据重
要地位，甚至具备多项‘第一’。福建船政不仅
应该先申请工业遗产，也应该研究进一步申请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途径。”

福州市民陈初越从事了数十年的文字编辑
工作，但他也一直致力于挖掘福州古厝的文化
内涵。刘家大院是三坊七巷内一座拥有悠久历
史的古厝建筑，占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林则
徐的大女婿刘齐衔、福州首富“电光刘”、一代
文豪郁达夫都曾在此留下印记。陈初越和朋友
们将这里打造成三坊七巷名人家风家训馆，还
创立了“郁达夫的下午茶”这一文化品牌。“我
提议在‘世遗大会’到来之前，‘点亮福州一百
座古厝’，在古厝广泛举办各式各样的诗歌与民
俗交流活动，再进一步成立国际化的诗歌艺术
交流中心。”陈初越说。

在闽江及其支流上，都存在着大量的古

厝。如琴江满族村、闽安古镇、林浦村、潘墩
村、螺洲古镇、嵩口古镇、月洲村等。林浦村
的“泰山行宫”、月洲村的“一尚书一状元五十
进士”、林浦村的“三代五尚书，七科八进
士”、大埕村“九条金带”等，都蕴含着丰富的
科举、宗族文化。这些传统村镇和古厝的类型
和内涵都有相似之处，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
护，但开发和利用力度仍普遍不够，一些历史
记忆有湮灭的危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旧城改造规模不断扩大，大批量的、偏远地区
的传统村镇和古厝必然会面临如何保护的考
验。为更好发挥福州近年来引进的年轻人才作
用，福州市委组织部成立了榕博汇智库，下设
历史文化旅游专委会等多个专委会。黄晗微现
任福州招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在古厝
保护方面，她既是亲历者又是参与者，也是榕
博汇智库成员。“依托榕博汇智库这一平台，我
参与了对晋安北峰山区的调研，对当地的古厝
等文旅资源进行了全方位的摸底，以期在世遗
大会到来之前，提升该区域全域旅游的水平。”

同时，黄晗微还积极参与到由清华、北
大、人大等高校引进生发起的“福州船政文化
口述历史计划”，除船政文化，还对君竹村、金
砂村、白云村等传统村镇的古厝及相关人士进
行口述历史访谈，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
频等媒介形式，来抢救福州古厝的历史记忆。

从东京最繁华的中心城区乘火车
出发，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就可以抵达
群马县境内的小城高崎。群马县经济
尚可，但可能是偏居东京都市圈西北
边缘的原因，让它在日本四十七个都
道府县里显得存在感很低。我之所以
选择来群马旅行，有两个目的。其一
是参观“富冈制丝厂和丝绸产业遗产
群”，2014 年这个项目被列为世界遗
产，因为比“丝绸之路：长安—天山
廊道的路网”早列入一天，所以日本
媒体当时将其称做“全球第一项和丝
绸有关的世界遗产”。

另一个目的是寻访三通石碑。
2019 年初，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

馆看完 《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
笔》 大展后，于暮色中直奔高崎。从
火车站台步入高崎站大厅，第一眼就
看见在最显要的位置安放着上野三碑
的模型。原来在 2017 年岁末，上野三
碑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对于群马
县来说，这是继富冈制丝厂后获得的
又一项殊荣，宣传推广自然少不了。

明明是3通石碑，怎么会成为文献
类遗产？带着疑问，第二天我开始了
寻访之旅。遵循高崎火车站里详细的
导览说明，我乘坐上信电铁来到吉井
站。这座小小的迷你车站是上野三碑
周游线路的起点，当地安排免费的中
巴车循环于车站和各通石碑的所在地
点，每日八趟周而复始。离开吉井站
后的第一站是多胡碑。这通规整的石
碑保存在碑亭内，游客可以自助开
灯，隔着栅栏仔细观看。多胡碑附近
还建有一座小型博物馆，让我惊讶的
是其中竟然展陈着北京居庸关云台元
代六种石刻文字的整幅拓片。

之后寻访的山上碑、金井泽碑都
位于青山翠谷中的高敞台地上。和多
胡碑一样，也都在原址加盖了遮风避
雨的保护碑亭。可喜的是碑亭都不是

“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均
留出门窗空隙，供参观者一睹石碑真
容。更贴心的是每座碑亭门旁设置的
自助电灯开关，让游客虽然隔着门
窗，仍能看得真切。

前一日我刚刚看过 《颜真卿——
超越王羲之的名笔》 大展，再看上野
三碑上的汉字，坦率说其间水平高低
的反差还是很强烈的。又从形制看，
山上碑仿佛缩小的好大王碑，略有石
碑外貌而已。至于金井泽碑，称之为
在一块浑圆石头上的题刻似乎更为妥
当。既然书写粗鄙、形制简陋，可为
何它们还能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关
键在于内容。上野三碑虽然字数不

多，但记载了距今 1300 多年前从朝鲜
半岛迁徙来的“渡来人”情况，以及
当时日本从中国取法的政治制度、引
入的佛教文化等宝贵信息。这些留存
在顽石上的文字内容，符合世界记忆
工程对于文献遗产“包括任何介质”
的定义。

如果从中国的文物保护分类观察
上野三碑这样的遗产，应该属于不可
移动文物里的田野石刻文物，故而上
野三碑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能带给我们
很多的借鉴。在中国，类似具有档案
文献性质的石刻文物还有很多，北京
房山云居寺石经、西安碑林等还曾被
列为申报世界遗产的候选项目。如果
从档案文献的角度梳理其价值，与上
野三碑相比，至少各有千秋。在申遗
越来越难、国内竞争越发激烈的大背
景下，各地不妨把思路转向申报世界
记忆名录，尽管存在体制机制上的一
些困难，但至少有上野三碑的成功先
例在前，未尝不是更具可行性的操作
方向。

寻访上野三碑后，乘坐上信电铁
的小火车返回高崎。小小的车厢里贴
满了当地中小学生创作的家乡风物绘
画作品。我注意到上野三碑是许多孩
子倾力表现的对象。通过国际组织认
证遗产的价值，激发当地民众的自豪
感，让遗产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
根发芽，我想这节车厢才是我此行看
到的最美丽的风景吧。

2020年世界遗产大会衍生积极效应

古厝特色成为“福州元素”
邓啸林 周耿汴

2020 年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
正在紧锣密鼓地
筹备中。

作 为 此 次 大
会承办地，福州
立 足 古 厝 特 色 ，
以 “ 世 遗 大 会 ”
为契机，推动城
市品质提升。

15条历史街区开街
福州打造古厝品牌

书院巍巍，古榕掩翠；状元古道，名人辈
出；市民徜徉其间，如在画中游，如在史中醉
……一条小小的街区，就聚集着鳌峰书院、全
闽师范学堂、格致中学等诸多知名学府，这正
是刚刚亮相的福州鳌峰坊特色历史文化街区所
呈现的景象。

为筹备 2020 年“世遗大会”，福州每个区
县至少出现了一条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并以

“绣花”功夫凸显古城记忆。2020年 1月 21日，
包括鳌峰坊、南公园、烟台山、梁厝、船政、
昙石山、水西林等在内的15个特色历史文化街
区集体向市民亮相，而这只是福州借筹备世遗
大会良机推动古厝保护的一个侧面。

在福建方言中，“庴”代指人居住的场所。
作为一座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福州“城在山中、山在海中”。古厝是福
州最鲜明的特色之一。三坊七巷、宏琳厝、三
落厝等诸多古厝使得福州保存着相对完整和原
生态的古城格局。

2020 年世界遗产大会将在中国福州举办。
当地已经将文化遗产影响力与城市发展机遇紧
密结合起来。“通过举办 2004 年的‘世遗大
会’，苏州就在世界范围内叫响了‘园林’品

牌。借助2020年‘世遗大会’契机，福州可以
更突出一点本地元素。推出‘古厝’品牌。”当
地一位文化传承研究者这样认为。

福州始终坚定不移抓好文物保护工作，对
古厝保护投入力度很大。开始筹备第44届世界
遗产大会之后，福州先后举办“福州古厝保护
与文化传承论坛”，又颁布了《福州市新一轮古
厝保护提升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
公布一批文保单位、历史建筑、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启动实施一批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工程，
精心组织一批主题展，完成一批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预备一批申遗项目等“六个一批”任务。

《方案》重点关注了福州三山两塔、鼓山鼓

岭、福建船政建筑群和工业遗产、三坊七巷、
上下杭、烟台山、朱紫坊等处标志性建筑和古
厝。但对于福州而言，古厝所涵盖的范围更
广。在福清市的乡间，就有密集分布的郎官
村、侨丰村、联华村的黄家老厝、林家大院、
郭氏祖屋等古厝。这些古厝虽饱经沧桑，但依
然屹立；也依然身为瑰宝但少为人知。造成这
样现象的原因，是这些古厝主人多为华人、华
侨，已定居海外多年，如作为林家大院主人之
一的林元干、林元开现为印尼华侨。相较那些
已经为游人熟悉的、标志性建筑和古厝，这些
大院所蕴含的建筑、宗族、移民文化等元素，
依旧应该得到重视。

福州古厝的未来
成为文化遗产的“热词”

“福州的古厝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虽然很
多，但是世界遗产和5A级景区比较少——我们
福州人相对低调，这些资源尚未完全转化为经
济效能。”福建任氏宗亲会会长任义国曾到过福
建很多地方。对福州古厝保护与利用的情况，
他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

根据福州当地的相关研究数据可以看出：
2018年国内游客对5A级景区三坊七巷的知晓度
仅为 59.9%，远不及同为 5A 级景区的武夷山

（83.6%）、厦门鼓浪屿 （82.3%）。2018年中国旅
游城市排行榜中，福州仅排名 39，且一日游、
国内游的比较多，过夜游和国际旅客比较少。
这些数字也带动了政府和当地民众，希望以世
遗大会为契机，在文化遗产的公众传播上多下
功夫。

与世界遗产大会契机重合，福州目前也正
在大力推进幸福产业发展，这同样为古厝保护
与开发提供了良机。幸福产业涵盖旅游、文
化、体育、健康、养老等领域。福州发展幸福
产业的资源禀赋可谓是得天独厚。福州的森林
覆盖率和空气质量指数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名列
前茅，福州的会展、体育、网游等产业基础较
好，闽菜、闽剧、茶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历史悠久，古厝民居星罗棋布。刘昕彤是福州
市文投集团副总经理，亲身经历了当地鼓岭地
区将古厝等文化资源与幸福产业共同发展的过
程：“鼓岭拥有一批文物和历史建筑，如宜夏别
墅、万国公益社、夏季邮局、李世甲故居等，
在广义上都属于古厝的范畴。鼓岭借助福州筹
备‘世遗大会’以及新一轮古厝保护的机遇，
大力发展幸福产业，立足鼓岭所独有的建筑文
化、休闲文化、宗教文化、名人文化、海外文

化，对历史建筑进行活化利用，发展森林康
养、宗教朝圣、文化产业、温泉养生等旅游产
品，推动鼓岭-鼓山联合申遗，并与贵安、桂
湖等地的温泉休闲产业形成联动，目前已经产
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

与苏州园林、永定土楼相比，“福州古厝”
尚属一个新晋热词。随着一座座古厝的保护、
开发、改造、提升和世遗大会的召开，这一文
化现象是否会进一步发生改变呢？

世界记忆名录——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旨在提
高人们对档案文献遗产重要性
和保管必要性的认识，并由此
设立了世界记忆名录，选取收
入各国珍贵文献遗产作为人类
共同保护的记忆。

经过多年发展，世界记忆
名录和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在遗产保护领域的三大品牌
项目。和上野三碑同在 2017
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还有
中国提交的“甲骨文”和“近
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以及
中国和葡萄牙共同提交的“清
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 （1693年
至1886年） ”等项目。

在日本高崎市区外的乡野山间，伫立着山上碑、多胡碑、
金井泽碑，依次刻立于公元681年、711年、726年。在东瀛列岛
屈指可数的早期石刻中，这3通石碑都有明确的刻立年代，文字
保存尚好，因而均被日本政府列为“特别史迹”。加之彼此相
邻，全部坐落于古称“上野国”的群马县境内，故又合称为

“上野三碑”，是汉字文明圈极东一隅难得的代表性遗存。

寻访上野三碑
感悟记忆遗产

乔鲁京 文/图

上 信 电 铁 车 厢
内，挂满当地中小学
生创作的与上野三碑
相关的绘画作品。

图为山上碑。

在永泰宁远庄，
当地专家学者正在筹
建中国古兵器博物
馆。庄寨作为一种建
筑式样，是土楼、土
堡之外，福建又一建
筑艺术瑰宝，多为富
裕人家所建，外设石
墙，有防卫功能。

邓啸林 摄

梁厝特色历
史文化街区，是
按照“福州艺术
门户”“都市最
美村落”定位打
造的田园风格古
村落街区。

梅 城 印 记 特
色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是 清 朝 乾 隆 年 间
闽 清 古 县 城 的 主
要 区 域 ， 街 巷 仍
然 保 留 有 民 国 时
期 “ 五 街 九 巷 、
四 市 一 铺 ” 的 城
市格局。

（图片来源：
福州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