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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我，

到 哪 里 寻 找 晋 江 ？

我会告诉你，五店市有你

想要的答案。

“五店市”不是市，是福建晋江市

中心一片闽南特色的红砖厝建筑。

《晋江县志》有载，“罗裳分二支，皆北

向。其西行者为象陷，为石龟。其东行者为

圭璧，为青阳”。彼时青阳，便是如今“五店

市 ”—— 当 地 最 具 闽 南 特 色 的 传 统 文 化

街区。

红砖红瓦，绿荫深秀，一半古朴，一半现

代，古建筑群与高楼大厦的反差，让这里成

为游客出片所在。

商业基因

早上 8 点，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新的一

天从进士路 1 号开始了。这座老宅名为“进

士第”，是街区游客服务中心，也是明嘉靖年

间进士蔡万的故宅，坐东南朝西北，面阔三

间，前后两进，建筑面积约 290 平方米。当

年蔡万认定这是一片福地，便在此安居繁衍

子嗣至今。

作为举世闻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起点之一，晋江以福建两百分之一的土

地，创造了十六分之一的地区生产总值，连

续 28 年保持福建县域经济首位，创造了全

国闻名的“晋江经验”。

2011 年，与很多地方一样，晋江也面临

城市更新改造的问题。虽然晋江的地区生

产总值量级和老百姓的平均收入水平都十

分突出，但晋江的城市建设给我们的感觉

是：缺少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随着地处晋江城中心的梅岭组团更新

拆迁工作的开展，人口持续外迁，房屋老化

破败，街巷面临改造。摆在晋江面前有两条

路，一是走土地财政的老路，出让土地使用

权获得一次性土地收入，数字相当可观；二

是将这一片老街区保护下来，留下老晋江人

的记忆。“街区式商业”在当时还是个很新颖

的概念，需要承担极大的投资压力。

当时，清华大学有一批专家学者在城市

历史街区保护改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晋

江市找到清华同衡遗产中心团队，希望能给

他们出主意。

在这个项目地块中，有两个重

要的宗祠：庄式宗祠和蔡氏宗祠。此

前，其他机构也做了规划，建议以两个宗祠

为主建造一个城市花园。

而当我们团队跟着晋江市住建局一位

年轻同志去看宗祠时发现：这不只是两个宗

祠的事儿，这里留存的老民居的多样性和丰

富性令人振奋。

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建筑，新中国成立

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代表性民居建筑，在

街区内都有分布，时代连贯性格外好。得益

于庄、蔡两姓大量的海外族亲通过“侨批”往

老家寄钱、让亲人盖房，五店市闽南民居的

建造传承创新始终延续，即便在某些经济困

难的特殊时期，这里的传统民居也精品迭

出。可以说，位于城市中心的五店市，不只

是晋江城市的起源地，甚至是“闽南民居建

筑的博物馆”！

把晋江老城的代表性区域整体保存下

来，不应该仅仅保护几个祠堂，而是要把不

同历史时期有价值的民居一起保护下来，这

也是一段非常有感染力的历史。

起初，当地并不把这里叫作五店市。相

传唐朝开元年间，蔡氏七世孙 5 人，在青阳

山下的官道上开设了 5 间饮食店，酒旗招

风，饭菜飘香，“青阳蔡，五店市”之名由此而

来。官道一直通向海边，南来北往的客商络

绎不绝，“五店市”这个名号便成为一个带有

古老韵味的别称。

于是我们团队建议，以富含商业基因的

“五店市”来为这片特色街区命名。当地采

纳了我们的建议，将“五店市”注册下来，成

为地方一个文化品牌，我们团队也开启了长

达 10 余年的陪伴式成长之路。

爱拼会赢

“敢向深蓝辟新途”是晋江人精神的写

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流在晋江人血液里

就两个字：一个叫“拼”，一个叫“创”。这也

是超过 26 万户经营主体、50 家上市企业、42

个中国驰名商标诞生在晋江的原因所在。

五店市街区从建设伊始，就是晋江人勤

劳、开放、包容、敢闯、爱拼的明证。

设计之初，我们团队通过街区价值评

估，明确了街区作为晋江“城市生发起源地、

演变历史活化石、传统文化重要载体、侨台

亲缘纽带实证”的重要价值。

在实施更新改造之前，团队实地考证确

定拟保护历史建筑清单，对需要保留、保护

的建筑进行详细的测绘存档及建筑整治修

缮方案设计，先期推动整治修缮。对于不能

保留的传统建筑的材料与构件进行收集并

编号，使其在传统空间的塑造和建筑的修复

中发挥价值。庄氏宗祠和蔡氏宗祠之间专

门建了一个历史构件的临时仓库，存放搜集

回来的建筑材料。

晋江人的敢干，在历史街区保护利用上

体现在敢于创新、敢于磕细部、敢于碰高

难度。

比如，这个街区很早就建设了市政设施

地下综合管廊。很多老街因为铺装和修缮

水、电管道的原因，对街道不停地“拉拉链”，

刚填好的路没几天又挖开了。而在这条主

街底下，建有宽和高各 1.8 米的集约综合管

廊，工人可以直接下到里面作业。

再比如，民国时期晋江第一家西药房

“益元药店”的立面墙体，做工非常精致漂

亮，但由于闲置已久，墙体被不断垫高的街

巷遮挡了一半。为完整展示，我们建议整体

加固立面墙体的结构后再整体顶升，这是一

项十分细致的工程，容不得半点差错。最

后，当地的施工方完成得很好，展露出的益

元药店立面墙体受到一致好评，大家称它为

五店市的“大三巴”。

还比如，木结构建筑特别怕火，可街巷

窄，宽高近 4 米的消防车开不进来，当地就

专门设计了一个小型消防站，配置微型消

防车。

晋江人，宁愿多费一点精力，也要将城

市更新改造做到最好。

“翻开晋江各个姓氏的族谱，不难发现，

他们的先祖都是因为爱上这里秀美的山水而

迁居于此。”五店市开发公司董事长林铅海陪

伴了五店市从规划到建设运营的全过程。

星巴克所在的柳青新宅，是我们精心保

护下来的建筑之一。柳青新宅由旅菲华侨

庄铭岸之子庄清良 1935 年回乡主持建造，

建筑面积 918 平方米，坐北朝南，为五开间

二进三川脊顶砖石木构造，兼用穿斗式与抬

梁式构架，砖雕、石雕、木雕等技艺精巧绝

伦，是民国时期典型的闽南大厝。

当时柳青新宅在规划的市政道路范围

之内，面临被拆除的风险。最终市政府接受

了我们将它保留下来的建议，调整了路线。

以柳青新宅为代表的 54 栋传统建筑得到原

址保留，6 栋具有一定价值的传统建筑在迁

移保护后用于织补街区传统肌理，“桃花叠

浪”“樟井圣泉”等历史景观被恢复重现，五

店市正式翻开了新的一页。

“发展经济离不开文化做支撑，文化更

多的是根，不管走到哪里，这个支撑非常重

要。”时任晋江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儒说，

集中保留 126 亩、100 多栋闽南古建筑，就是

为了保护乡愁。

霖园集团掌门人蔡万霖祖籍晋江，

1924 年生于台湾苗栗，家族事业从卖米

卖杂货开始。2004 年，蔡万霖病逝，

其弟蔡万才回晋江寻根祭祖，在五

店 市 蔡 氏 宗 祠 ，向 家 族

后人转达了蔡万霖临终

嘱托：“我们的祖厝在

晋 江 青 阳 山 下 的 蔡

厝 。 要 记 住 ，要 带 孩

子们回去。”

是啊，带孩子们

回去，回到青阳山下，

回 到五店市，

回到塑造蔡氏

世世代代拼搏精

神的起点。

城市客厅

对于五店市街区，晋江人的改造思路是

这样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是核心，但要有活

力，不能做成博物馆；追求活力的过程中，也

不能过分商业化。简而言之，在文化和活力

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事实上，对任何传统文化街区来讲，文

商旅等业态的植入与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要升级、淘汰，慢慢“扶”着这条老街区往

前走——就像一位老人家治病，不是动个手

术就成功了，术后调理照顾也非常重要。

2015 年，历经精心修缮保护的五店市

传统文化街区正式开街，“一庙双祠山塘连，

一街七片五店市”徐徐呈现。

我们明白，开街时人多不能算成功，过几

年再看：这条街是否依然是乡愁所寄，是否兼

具文化和活力，是不是年轻人也爱来这里？

满足这些，才可以说改造有了不错结果。

扶上马，送一程，清华同衡遗产中心团

队为五店市街区成立了海西工作室，多年

来，遇到为了让业态更为醒目而加广告牌，

或者想把古建筑上的窗户开大的申请，都需

要经过工作室科学论证才行。

重大文化活动安排在这里，莫言等名人

被邀请来这里看看，五店市就像晋江人家里

的好东西，总得拿出来给客人瞧瞧。不同年

纪的人都可以在放松的状态下漫无目的地

走走、转转，起到这样一个作用，这个场所才

称得上是城市文化客厅。

宗祠里不断的香火，水池边孩童的欢

笑，空气中飘散的美食香气，都仿佛在向人

们诉说着属于五店市和晋江的故事。

晋江首个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海峡

两岸交流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走一

走青石板铺成的小路，摸一摸胭红的砖墙，品

一杯本地茶，在石鼓庙门口看一场南音的表

演——快哉，幸哉，晋江，就是这个味道！

中国大大小小的县城，都需要一条老

街，自豪地将城市文明续写下去。

五 店 市 里 寻 晋 江

□□ 霍晓卫霍晓卫 王晨溪王晨溪

在这个电视开机率不断下滑的年代，

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仿佛是一场降

维打击。且不说充满王氏电影美学的画面

构图如何精致、用光运镜如何考究，光是一

部戏动辄以年计、一个镜头反复几十遍的

劲头，以及一众实力派演员如何被“虐”到

哭的段子，就足够粉丝们一边追剧、一边吃

瓜了。

海上生《繁花》。当一首首充满“回忆

杀”的背景音乐响起，观众被带回了上世纪

八 九 十 年 代 ，和 平 饭 店 、黄 河 路 、外 滩 27

号 ⋯⋯各色人等侬方唱罢我登场，风云际

会上海滩。

十 里 洋 场

有 一 种 神 奇 的

魔 力 ，吸 引 了

无数人怀着梦想打拼。多年后，很多年轻

人喜欢叫她“魔都”——魔力之都。

这是一种逆天改命的魔力。

在大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小人物逆袭

的故事总是牵动人心。阿宝从街头无名少

年，靠炒股赚到第一桶金，又奇迹般地成了

商界大腕宝总。这其中，既离不开命运女

神的眷顾，更离不了黄浦江畔这片土地。

那是改革开放背景下，以上海为代表的中

国现代都市经济崛起的过程，不经意间，就

有人活成了传奇。

懂的人都懂，这背后的故事，脱胎自改

革开放春风吹来、风起云涌的大上海，绝非

单纯的爽文可比。西康路 101 号、新股认购

证、沪市“老八股”电真空⋯⋯一幕幕充满

年代感的画面，唤起了多少亲历者的回忆。

当 年 ，上 海 滩 有 个 杨 百 万 ，真 名 杨 怀

定，本是名不见经传的仓库保管员。凭着

敏锐的嗅觉，他发现了国库券转让放开后

的套利机会，赚到了人生第一个 100 万元，

后又转战 A 股，成为上海滩第一批大户、标

志性人物。艺术，源于生活。

杨百万的身上，颇具典型上海式的精

明，既不乏商业头脑，也对国家政策风向格

外“拎得清”，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一旦机会来了，就大胆去闯，去乘风破浪，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巨浪中搏击。

直到今天，这种魔力依然不减。还有

无数人渴望走上红地毯，敲响属于自己的

上市钟。

这种魔力，来自东西方文明的交融。

多年后，影迷还记得《花样年华》里张

曼玉款款旗袍摇曳生姿。这一次，王家卫

的时尚密码，轮到了胡歌的同款西服。

“要英纺、纯羊毛的。”“冬天穿法兰绒、

舍维呢，夏天穿派力斯、凡立丁。”“要人穿

衣，不让衣穿人。”爷叔的一番西装“私人定

制”，不仅把阿宝变成了优雅的绅士，更道

出了上海人的“腔调”。

西 装 革 履 ，代 表 着 一 种 商 业 服 饰 礼

仪。近代以来，上海就是远东的金融中心、

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窗口。为了与世界接

轨，这里诞生了较早学习西方现代商业规

则的一批人。他们喜欢咖啡的焦香醇厚，

骨子里也不忘黄河路的美食；继承传统，更

融入现代。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容并蓄，是这

个城市不变的灵魂。如今的黄浦江两岸，

一边是雍容华贵、古典浪漫气质的外滩建

筑群，一边是高耸入云、颇具未来感的大都

市摩天楼。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奏响了

东方大国与世界交流互动的乐章。

最近，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翩翩远

航，它有个梦幻的名字，“爱达·魔都

号”。在彼岸，繁花似锦，等待魔都

续写传奇。

黄 浦 江 畔 育 繁 荣
杜 铭

文旅融合，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

并不容易。

八百里太行，河南林州坐拥太行

大峡谷，境内断崖高起，群峰峥嵘，特

殊地貌造就了绚丽多姿的自然风光，

整个大峡谷的出口就是在崇山峻岭中

滚滚流淌的漳河。

峡谷里风大，平原地区盖房子用

的小瓦根本抵挡不住，而重量足够的

石板盖在屋顶，大风掀不起、刮不走。

“石梯、石楼、石板房，石地、石柱、石头

墙，石碾、石磨、石谷洞，石街、石院、石

板场⋯⋯”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随处可见的石头建筑和石头用品，也

赋予了石板岩独特的人文风情。

太行深处的石板岩镇，无论春夏

秋冬，都会遇到三五成群正在写生的

画家和学生，在其他地方却不多见。

是什么把他们吸引到这里来呢？

一 进 石 板 岩 镇 ，到 处 都 是 石 板

房。交通不便，勤劳聪明的太行人就

地取材，用大大小小的石块砌墙，并在

山坡上开采出一片一片的薄石板用作

房瓦，屋顶上大块完整而形状又各不

相同的天然石板像瓦片般排列，高低

叠压、错落有致。晒上辣椒时，参差的

石片宛如鳞纹给人以强烈美感。

“枯藤老树昏鸦”“苍藓千年粉绘

传，坚贞一片色犹全”，石板、古村、古

树、古道，在太行山东麓的意境中犹如

一幅古画。上世纪 90 年代，不少搞艺

术的师生发现了这个能够激发灵感的

地方，把它作为写生基地，将石板岩的

美绘在画板上。

随着太行大峡谷景区的开发建

设，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石板岩写生创

作，一条平坦开阔的柏油路连接起山里与山外的世界。

既然像一幅画，又吸引人来画，不妨叫作“中国画谷”。

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石板民居，石板岩镇开始

挥洒自己的画作。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200

多所院校的师生来到这里，141 家写生基地建起来了，完备的

写生产业链逐渐形成了，吃饭、住宿、写生用品、画室、美术

馆⋯⋯一应俱全。画家和学生画山水、画民居，也画人、画生

活。在这里，不仅风景入了画，村民也成了画中人，有的甚至

成了农民画家。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旅特色，如何把特色可持续地展

现出来、发挥出来，就非常考验人。在石板岩镇，第一批来写

生的游客、第一家写生基地的设立或是偶然，但要有规模效

应，就需要去努力争取这种“必然”，有主动走进来的，还有更

多积极请进来的。

蓬勃发展的写生产业，为石板岩镇的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活

力，也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石板岩镇的成功，确实

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其中有些是独有的，有些则是共通的，让

如画景致入画，让生活如画，能做到的肯定远不止石板岩。

入画石板岩

邓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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