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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庄寨历史
演变过程具有普遍性

清嘉庆十四年 （公元1809年），福建永泰县中埔村的
林孟美为自己的家族建造了一座“逢源宅”。这座宅院的
正面为木结构，其余三面为夯土墙。但是，墙体较为单
薄，这在当时匪寇横行的环境下，不足以保证家人的安
全。于是，林孟美的儿子林程德又在外圈续建了厚重的
垒石夯土墙，并增设了跑马道、斗型窗、射击口等。因
其新建的外圈墙体呈现八卦形，这座建筑又被称为“八
卦寨”。这正是2019年以“永泰庄寨建筑群”的名义列入
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5座庄寨之一——中埔寨
的由来。

永泰庄寨的出现，与历史上的移民迁徙有关。明清
以降，永泰地区社会动荡加剧，匪患横行。为了保障自
身安全，各个家族或新建防御性较强的民居，或在原有
民居外围加筑高大的垒石夯土墙，增强防御功能。兼具
日常居住与防御特征的地域性民居——永泰庄寨建筑逐
渐普及。庄寨的建筑面积可达到数千平方米，高峰时期
可以容纳三四百名族人居住。至今，在一些八九十岁老
人的回忆里，依稀还能说出孩童时期在庄寨中躲避土匪
的经历。

因为是供家族聚居，永泰庄寨中的空间结构体现出
许多家族文化中对于礼制的凸显强化。例如：庄寨大多
呈现出中轴对称的空间格局，族人按照房族、辈分等分
配居住房间。中轴线上的厅堂是重要的公共空间，尤其
以位于庄寨中心的正厅最为重要，属于全体族人共有，
是举办婚丧嫁娶仪式的场所。正厅的太师壁在当地又被
称为“公嫲龛”，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其前方供桌上还放
置有香炉、贡品等。至今，在每年的特定日子，各个家
族还会举办祭祀仪式，居住在全国各地的家族后人纷纷
回到永泰，回到庄寨，祭祀先祖。

从庇护家族的居所到今日的文物保护单位，永泰庄
寨的社会价值正随着时代而发生转变。其历史演变过程
具有普遍性。

据第三次文物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登记在册的不可
移动文物达 76万处，而有大量都分布在乡村地区。从保
护理念探索和保护体系完善等诸多层面，乡村遗产正受
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的关注。

家文化价值
近年得以重新发掘

新中国成立以后，庄寨中的居民在周边新建房屋，
陆续搬出。进入 21世纪，大部分庄寨都已经空置。那些
无人居住的庄寨，受到风雨侵蚀，出现了建筑整体歪
闪、木构件腐朽、地基沉降、屋面漏雨等严重问题。已
经迁出的后人们不得不思考：不再作为日常居所的庄
寨，是否还有保护修缮的必要？当地人用行动给出的答
案是：初始功能变化后，庄寨的精神价值反而更加凸显。

庄寨的厅堂承载了祭祀祖先、传承家族信仰的功
能。在永泰人的观点中，正厅是供奉祖先灵位的地方，
是祖先灵魂安息之所，也就是庄寨中最重要的空间，必
须保存下来。省墘寨和石岸寨均已无人居住，外圈的围
墙或人为拆除、或自然倒塌，也都不复存在。但为了祭
祀祖先，族人们依然共同出资，合力修缮了正厅。珠峰
寨、昇平庄、北山寨、和城寨、积善堂、谷贻堂等众多
庄寨也都针对破败的情况组织了修缮。朴素的对于祖先
敬仰，赋予了永泰庄寨全新的神圣性内涵。

爱荆庄是永泰庄寨自发保护修缮的一个典型例子。
2009 年，爱荆庄的鲍氏族人举行祭祀仪式时，发现屋面
漏雨。鲍道龙、鲍道鉴、鲍道文等人呼吁族人共同筹集
了 35万元人民币修缮资金，并发动大家捐赠木材用作修
缮。后来，在浙江、安徽、河南等地召开的全国鲍氏宗
亲会议上，爱荆庄又得到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首席专
家鲍世行先生等各地鲍氏宗亲的支持，展开了全面的修
缮工作。十余年来，爱荆庄的修缮工作从未间断。鲍氏
族人陆续筹款达400万元，再加上政府下拨的183万元补
助资金，爱荆庄的修缮取得瞩目成果，于 2018年获得联
合国亚太遗产奖。

在家族自发修缮庄寨的过程中，离不开永泰县委、
县政府、村保办、各级乡镇政府等的引导与支持。村保
办最初成立于 2015年，全称为“永泰县成立古村落古庄
寨保护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总体协调永泰庄寨
保护修缮工作。此外，还需依靠政府进行总体规划，监
督修缮资金的使用，保证修缮材料、修缮工艺符合标准
与规范。

自 2015年开始，在文化遗产理念驱动下，永泰庄寨
的价值逐渐被世人重新认知和梳理。2016 年，由中国文
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委员会、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国土与
文化资源委员会、永泰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福建永
泰庄寨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召开，拉开了系统性研究
与保护永泰庄寨的序幕。同年也启动了由复旦大学国土
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委员

会承担的 《永泰庄寨保护修缮导则》 编制工作，为庄寨
的保护修缮提供指导；由清华大学、中国文物学会世界
遗产研究委员会编写的《永泰庄寨群综合研究》，为庄寨
的保护和利用工作提出建议。

多方共同参与
提供有示范意义的经验

家文化是乡村遗产产生的重要源泉。家族在长期生
产生活中形成的山、水、村、田、林的整体格局与祠、
庙、民居等物质载体都是构成乡村遗产必不可少的组成
部分。

在保护过程中，除庄寨后人全员参与，积极捐款捐

物，各地宗亲也为庄寨修缮与发展献策献力。在仁和庄
举办“纪念张元幹925周年诞辰”活动时，吸引了大批全
国各地张氏宗亲参加；企业家鄢行庄带头捐款130万元用
于修缮荣寿庄，这些都是家文化中宗族血脉的作用。

在当地政府引导下，许多庄寨成立了庄寨保护与发
展中心，下设理事会。这类机构在永泰县民政局正式登
记，由永泰县村保办进行业务主管。其成员大多数由各
自庄寨的家族成员组成，负责庄寨日常管理与修缮，召
集与协调各房族亲参与维护，与企业、同姓族人联络，
筹集修缮资金。同时对接政府，代表庄寨申请修缮项目
资金，组织举办各类活动。

在修缮施工中，采用传统工匠陪伴式修缮，尊重永
泰传统建造工艺。例如爱荆庄 86岁的鲍才坚老师傅、69
岁的鲍道龙师傅，都十分熟悉传统工艺，为庄寨的理论
研究与修缮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据永泰县村保办主任张培奋介绍，永泰县专门为庄
寨保护修缮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设立了政府奖补资金
使用的“四道门槛”：奖补的对象必须是庄寨或属文物的
建筑；接受单位必须是法律认可的社会组织；当地奖补
对象必须先修，政府才能后补；政府补助必须占小头，
即不超过总投资的50%。通过这样的约束，既保障了有限
的资金优先使用于具有较高遗产价值的庄寨，又能够以
政府资金为杠杆，撬动民间资源投入。永泰县财政通过
1000多万元的奖补资金，引导村民自筹了超过 2000万元
的保护修缮经费。

针对非文保单位，在村民自筹资金为主的前提下，
当地鼓励村民秉持“不设计、不招标、不外请、不外
买”的“四不”做法，降低修缮成本，最大限度发挥资
金功能，花小钱办大事。

庄寨保护既有“门槛”，也有鼓励；既有所约束，又
有所坚持。“坚持运用传统建筑精华，坚持合法流转民房
使用权，坚持传承传统建筑工艺，坚持重塑善治体系，
坚持保护庄寨周边环境。”永泰提出的庄寨保护“五个坚
持”，使其在保护理念与方法的探索中又迈进了一步。

乡村遗产
显示出新的社会价值

乡村遗产在当代的活力，体现出情感维系、价值认
同和文化传承的社会价值。

永泰庄寨的家族后人们为什么能够一呼百应、齐心
协力地推动庄寨的修缮和保护呢？仁和庄的张曾全说
道：“只是尽我们努力把祖宗给我们的遗产留给下一代，
让他们能搞清楚从哪里来，让祖宗的遗产代代相传。”小
学五年级的阮奥阳说：“我长大了还会回到青石寨，因为
这里是故乡啊。”还有很多村民认为：“庄寨是老祖宗留
下来的，作为后代让它破败不去修，心里过不去。”虽然
已不再作为族人的日常居所，但永泰庄寨仍是人们维系
家族情感，建立文化认同的重要精神象征。

“两世积俭勤愿子子孙孙勿忘先业，一朝新甲第庶绵
绵奕奕长庇后人。”85岁的黄修朗老先生用竹头寨的这副
楹联来解释先祖的家风家训。庄寨寄托着族人的文化溯
源与身份认同，庄寨内的楹联匾额，镌刻着族规家训，
教化、警醒着宗族后人，不忘尊宗敬祖。晴耕雨读、兼
修文武的传统教育方式皆在庄寨文化中有所体现。

永泰县下园村的容就庄将这种家族文化的传承与价
值认同展现得尤为深刻。下园村历史上共建有一寨九
庄，皆为黄氏豪有公及其子孙后人所建，形成了一个大
家族因人丁兴旺而兴建的庄寨群。1986 年至 1987 年间，
容就庄因为漏雨而进行过一次大修；2016 年又在福州大
学李建军教授的指导下修缮了前埕与庄前道路。当地的
黄修基老先生说：“我们每一代、每一辈人都会对庄寨修
修补补”。

容就庄内正厅柱上书有一副老楹联：“修其孝弟忠
信，教以礼乐诗书”。黄克煌老先生认为：此楹联所书乃
是黄氏先祖训诫后人之言，是容就庄价值传承的精要之
义。黄氏族人“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优良传
统，对永泰庄寨的家文化与社会价值做出了有力诠释。

2020 年 4 月 18 日，是第 38 个“国际古迹遗址
日”。世界各地围绕“共享文化、共享遗产、共享
责 任 ” （Shared Cultures， Shared Heritage，
Shared Responsibility ），提升公众对遗产多样性、
与当代生活相关性的认知。但此时此刻，我们更应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背景下重新进
行理解和反思。

“共享”基于共识。“共享责任”不仅提醒全社
会都有义务保护文化遗产，更多地意味着有责任推
动搭成和维持共识——相比前者，我们常常弱于实
现文化遗产这一重更深刻的人类进程意义。中国古
迹遗址保护协会也在发出的号召中，将“共享”表
述为：“这一主题的核心内容，其最重要的意义是
文化或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关注并保护遗产
重要属性特性、意义和价值方面所起到的集体责
任。”疫情之中，人们容易更敏感地感受到对立与
分化；疫情之后，如何恢复和促进认同与尊重，又

是一个长期且刻不容缓的携手过程。
我们能够做什么？2018年“国际古迹遗址日”

主 题 为 “ 遗 产 事 业 ， 继 往 开 来 ”（Heritage for
Generations），强调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世代相传、
永续传承。2019 年主题则是“乡村景观”（Rural
Landscapes）。共享和永续的理想，都在提醒人们应
该静下心来，在文化遗产价值框架内，重新排序为
达到“相互认同与尊敬”而必做的清单。人民日报
海外版 《世界遗产》 此时描述的乡村遗产与景观，
应该被推升至更为前沿的位置。

梳理古迹遗址所蕴含的遗产地精神，有助于强
化人们对自身的认知。乡村遗产与景观，是生活延
续的“细胞”，有着经过时代检验的活力。所以，
看懂了乡村遗产、看懂了“家文化”，就会对社会
和谐发展更有信心。在未来一段时光内，有信心的
人越多，共享的远景才会越来越近。

（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2020年伊始，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无数
医护人员、志愿者义无反顾地奔赴最需要帮助的地方，
他们对社会的这种大爱，体现出一种中国传统的家国情
怀。

家是社会稳定而有序的基本单位，也是文明传承的
重要载体。长期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观念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认同。家赋予人们生命最
初阶段的教化，敦促每个人提高修养、完善人格，并进
而将个体的力量反哺于家族和社会。家成为串联个人与
国家之间的纽带，从家庭的和睦到社会的和合，都是认
同与凝聚的过程。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这种家文化的
力量体现得尤为明显。

文化遗产在国家文明、文化的大框架下形成。许多
遗产得以被创造出来并留存至今，往往是受到家文化的
影响。因此，家文化在遗产中具有深刻的物质性与非物
质性的体现，永泰庄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庄寨中对
厅堂空间的突出强调体现了对家族礼仪与秩序的尊崇；

建筑中的木雕、楹联等装饰构件常用忠孝故事和仪式习
俗为题材，发挥教化作用；祖先为教育族人、传承家风
家训，设立的预留学田机制延续久远。

庄寨修缮，是一次文化唤醒的运动，促使族人们在
快速城镇化的时代重新关注处在乡村中的庄寨，找回潜
藏的精神价值。家文化对构建文化认同、激发文化自信
具有重要意义，并将持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保护乡村遗产的过程中，这种家文化的传承有利
于发挥基层社会治理的力量，也赋予了永泰庄寨长期保
护的动能。庄寨至今依然是维系散居在全国各地永泰人
的空间场所与精神纽带。通过家文化将各地的庄寨后人
们凝聚到一起，在政府引导下组织成立庄寨理事会，基
于共同的愿景，整合社会多元力量，是永泰创新基层治
理模式、激活基层组织活力的重要经验。社会基层普遍
认同的保护理念、百姓的群策群力，才是乡村遗产未来
长期可持续保护的不竭动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重新发现
家文化家文化

每一处看似平凡
的乡村遗产都是一群
人的家、一个家族的
根，因此从不会被遗
忘。家可以小，但家
文化的力量很强大。
由一家到千万家，再
从一年到千百年，绵
延不息的家文化，成
为了中国乡村遗产重
要的守护者……

永泰庄寨：

初松峰 全轶先初松峰 全轶先

2020年疫情之中

理解“共享”的责任
齐 欣

中国传统家文化

在现代文明中有传承价值
杜晓帆

中国传统家文化

在现代文明中有传承价值
杜晓帆

现在，永泰县拥有 1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33个中国传统村落。这
些村落能够获得荣誉与关注，和永泰庄寨密切
相关。

永泰庄寨是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大型防御
式民居。在永泰县域范围内保存较完好的尚有
152 座，其中已有超过 40 座完成了保护修缮工
作。2019 年，永泰县的仁和庄、昇平庄、积善
堂、绍安庄、中埔寨 5 座庄寨以“永泰庄寨建
筑群”的名义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最近又启动了申报世界遗产工作。

链接 ——

家文化是家庭 （家族） 历经繁衍、发展凝
结出的文化成果，体现为社会生活中人群拥有
共同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礼俗习惯、行为
方式等。

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史中，家占据独
特的地位，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早期氏
族社会，家就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本单元。
据专家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姜寨遗址是以家庭
作为经济单元，由众多家庭、家族构成部落。

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
史上发挥了文化传承、教化族人、社会治理等
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国天下的价值
体系，是中国人独特的认同方式，深刻地影响
着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与文化认同。

链接 ——

中国历史上有过数次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人口
的流动并没有使中国传统
文化失去光芒，而是经过
交流与碰撞，迸发出多样
性的色彩。究其原因，在
于迁移中以家为单位，将
祖先来源与中原地区联系
起来，把区域族群文化与
中华文化的正统性联系起
来。这种文化创造，始于
血缘的认同，更延伸为文
化认同，从而深深地印刻
在 家 庭 （族） 成 员 的 心
头，具有精神意义上的方
向感与归属感。

图为永泰庄寨建筑群
中的竹头寨。 赖泽樟摄

图为珠峰寨谢氏家族后人修缮倒塌的厅堂。 张培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