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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爱惜生命那样赓续城市文脉
——福州市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调查

本报记者 孙世芳 薛志伟 刘春沐阳

让历史文化遗产再展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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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州 是 国 家

历史文化名城，上

世纪 90 年代，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

牵头制定《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

例》，亲自推动修复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

区、林则徐系列遗迹等，为福州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创造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实践成果。

福 建 省 委 常 委 、 福 州 市 委 书 记 郭 宁 宁 表

示，30 多年来，福州市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

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

念和重大实践，始终心怀珍爱之心尊崇之心，坚

持“全域推进、分类保护、活化利用、传承弘扬”，

构建了全市域、全体系、全要素的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格局，全力守护文化之根、城市之魂。

保留原汁原味

福州有 7000 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和 2200 多

年的建城史，古城总体格局“三山两塔一条街”依

然可辨，古城中轴线保留至今。郭宁宁表示，福

州市树牢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也是政绩的理念，秉

承“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

持续加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力度。

“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中

国古代城市街巷和建筑文化的历史缩影，福州三坊

七巷历史悠久、古厝林立、名家辈出、文脉昌盛。如

今，三坊七巷已成为福州传统文化展示中心、交流

平台、文创产业基地，每年接待游客量超千万人次。

曾经的三坊七巷并不是如今的景象。房屋年

久失修，杂乱无章，路面凹凸不平，墙上白漆脱落。

上世纪 90 年代，位于三坊七巷的林觉民故居

面临拆除。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得知后，马上

召开现场办公会，当场决定保护下来、进行修缮，

这座“明清古建筑博物馆”迎来了复兴的契机。

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朱

祖辉介绍，三坊七巷在修复开发过程中，立足“谋

篇布局再下笔”原则，通过以“政府组织、部门指

导、地方调查、强强合作、专家领衔、公众参与”的

方式开展规划编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多部

门、多专业、多渠道合作的项目责任运作模式。

福州市政府还批准颁布《福州市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管理办法》等多项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三坊

七巷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工作保驾护航。

在古建筑保护修缮方面，福州始终坚持“修旧

如旧”，注重保护本体。在修缮技术、传统工艺、利

用模式等方面下足“绣花功夫”，尽可能保留福州

古厝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努力打造原汁原味

的历史文化名城建筑群体。“以三坊七巷为例，近

年来我们按照‘镶牙式、渐进式、微循环、小规模、

不间断’的步骤，完成水榭戏台、小黄楼、二梅书屋

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在内的 200 多处古厝修复工

作，古城里坊格局和形制得以延续。三坊七巷荣

获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郭宁宁说。

近日，由福州市名城古厝设计院设计编制的

《三坊七巷和朱紫坊建筑群之林觉民故居保护修

缮工程设计方案》（第二稿）通过国家文物局审

批。这次保护修缮工作将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

原状、最小干预等原则，对林觉民故居正座及紫

藤书屋进行修缮。

走进林觉民故居，游客络绎不绝。这座故居曾

走出林觉民、冰心两位名人，是福州重要的历史文

化遗产。过去 30 多年里，这里曾经历过多轮修缮。

为最大程度保留古调神韵，修复人员既要严把材

料关，还要恪守古法工艺，保证“修旧如旧”。

福州市名城古厝设计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林

觉民故居建筑整体外表情况较为完好，但许多病害

位于较为隐蔽部位，需要对建筑进行细致入微的勘

测。现场勘察人员将每一处残损都

详细记录在册，并调取相关结构监测

信息，比对过往修缮记录，以更准确

地判断此次文物的修缮方针和手段。

目前，福州有 4783 处不可移动

文物，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5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36 处。21

个历史地段、1000余处历史建筑、400

余处传统风貌建筑分布在福州全域，为这座历史

文化名城留下了璀璨瑰宝。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

性保护和统一监管。郭宁宁表示，福州将像爱惜

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切实维护好历史真实

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

激发文物活力

6 月 24 日，2024 年“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

在福州开幕。

鼓岭，坐落于福州近郊，草木葱茏，青翠欲

滴。百年前的鼓岭，就因夏季清凉宜人，吸引了

世界各国的商人、学者到此避暑，并和淳朴的鼓

岭居民结下深厚情谊，留下许多感人故事。

1886 年，鼓岭建起了第一幢外国人度假别

墅。此后，夏季邮局、医馆、万国公益社接连出

现，鼎盛时期，鼓岭有各类历史建筑 366 幢。随

着时光流逝，一些古厝早已消失，但幸运的是，仍

然有一部分留存下来。如今，漫步在鼓岭老街，

仍可以从中窥见百年中外交融的历史风貌。

鼓岭历史建筑是福州历史建筑群的重要组

成部分。多年来，福州以古厝文化挖掘、物化保

护、活化利用为基调，全力推动鼓岭历史建筑的

修复提升，为鼓岭增添了新的历史和文化魅力。

郭宁宁认为，历史文物是城市的“生命信息”“遗

传密码”，独一无二、不可复制，必须活化利用起

来，在城市建设发展中得到彰显和提升。

鼓岭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李韦华表示，

一方面，管委会大力推动古厝保护修复，对部分

古厝进行修复提升，对老建筑背后蕴含的文化积

淀、历史故事进行挖掘整理和展示；另一方面，在

古厝活化中外交流上求突破，通过强化与鼓岭外

国友人家族后人的联系、开展“鼓岭缘”中美民间

友好论坛、常态化开展中外文旅活动等方式，全

面展示“鼓岭故事”文化内涵及相关文创产品。

鼓岭三宝埕公路附近的竹林山庄内有一座

单层石木结构的建筑，它是建于 1913 年的柏玲

别墅。别墅如今的主人之一郭秀玲热情地带着

记者参观了别墅内部。刷成白色的木制门窗、古

色古香的桌椅、精致的小吧台，以及复古的藤椅、

钢琴等物件，将别墅衬托得极为典雅别致。

1988 年，郭秀玲和姐姐郭秀云在鼓岭上率先

尝试运营农家乐。近几年，随着游客旅游品质的

提升和政府对古厝保护利用的不断深化，姐妹俩

也将原来的农家乐变为集餐饮、酒吧、住宿等功

能于一体的精品民宿，既保留了历史建筑的原

貌，又在此基础上增添了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时髦

玩意，让新旧发生碰撞、东西方文化产生融合。

随着鼓岭旅游热度大增，众多精品民宿也如

雨后春笋般出现。走进鼓岭心安处揽山山庄，花

木繁茂，流水潺潺，登上观景平台，整个福州城尽

收眼底。山庄创始人孔海峰表示，山庄总投资

1200 万元，依托鼓岭的自然人文之美，以“鼓岭故

事”为主线，营造了 70 个标准间及套间客房，并

通过设计实现与自然的相融。

“我们将持续推进鼓岭保护开发、提档升级

与合理利用，在规划中梳理、保护中开发、配套建

设中体现人文关怀，以优美的自然环境、高水准

景区风貌设计和独特的历史文化元素，强化鼓岭

古厝的历史挖掘、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大力提

升古厝功能品质，讲好‘鼓岭故事’。”李韦华说。

打造新晋“网红”

丰富的美食、当代艺术展、创意集市⋯⋯说

到近两年福州的时尚“新地标”，非烟台山莫属。

当许多人对福州文旅的印象还停留在三坊七巷、

上下杭等景点时，烟台山历史风貌区早已摇身一

变，成为福州的新晋“网红”。

郭宁宁表示，福州积极推进文物资源与文化

旅游、研学旅行等深度融合，打造一批文化新地

标、休憩好去处、网红打卡地。近年来，福州建成

并对外开放冶山春秋园、新店古城遗址公园，打

造三坊七巷、朱紫坊、上下杭、烟台山等历史文化

街区（风貌区）和 17 个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很多

已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

位于闽江南岸的烟台山，原本是福州最早的

“潮流集散地”。1844 年福州开埠后，这里曾汇集

17 国领事馆（代办处），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下，形

成了一个集商贸、文化、生活、教育于一体的特殊

区域，特殊的历史文化基因被深深刻印在这片山

地、洋楼和街巷里。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革、城市的发展，

烟台山褪去了“潮流”的色彩，又因缺乏系统性修

缮保护，这座“万国建筑博物馆”一度陷入沉寂。

然而，2023 年的一组数据，却让烟台山携巨大流

量重回人们的视野：累计游逛客流达 1300 万人

次，销售额 4.5 亿元——这一切始于 2010 年烟台

山征迁改造。

烟台山管理委员会文物保护科科长江阳林

告诉记者，2010 年起，福州编制实施《烟台山历史

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

保护改造提升规划》等系列规划，启动 10 个涉迁

项目，搬迁居民 3100 余户，收储文保及历史建筑

110 余栋，拆除棚户建筑 22.4 万平方米，并修缮完

成 89 栋古厝及 8 处石碑、古巷道等构筑物文物登

记点。这一全面系统的整治提升，为唤醒烟台山

打下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改造好硬件设施，接下来就是如何解决运营

的问题。福州积极探索“文物+非遗”“文物+文

创”保护利用新模式，推进文物资源转化成影视、

图书、动漫、工艺品等文化产品，支持在文物保护

区域因地制宜适度发展文化产业和服务业。

当下的福州，年轻人中流行一句话，“拍照就

去烟台山”，这充分表明烟台山的商业化策略有

效捕捉到年轻人心理，将街区的历史文化元素融

入都市生活，让“逛烟台山”成为一种时尚。

烟台山商业街区引入模范书局、臻庭酒店等

众多品牌，近 300 家商户，有买手店、咖啡店、文

创店、服装店、酒馆、餐厅等，且这些品牌大多是

本地首店。记者在烟台山各处“打卡地”发现，游

客确实是年轻人居多，大家用相机或手机，将烙

印在烟台山砖瓦和街巷里的摩登定格。

“我虽是福州本地人，但很久没来烟台山了，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这种典雅的建筑风格既符

合烟台山的历史属性，又融入了许多现代艺术元

素，显得更加‘年轻化’，展现出很高的审美格调

与品位。”正在烟台山游览的市民刘梦婷说。

用好科技赋能

要让文物瑰宝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就必须

坚持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新技术的飞速发

展为历史文化传播传承提供了新的载体与平台。

郭宁宁表示，福州切实用好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举办地优势，发挥数字赋能作用，充分运用新

技术，依托 5G、VR、AR 等科技手段，打造涵盖五

大历史文化街区的“厝厝有余”小程序、“剧游南

台”数字文旅社会化平台，推出“云游坊巷”系列

旅游产品，让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跨界融合、蝶

变生辉。特别是结合传承发展船政文化打造的

《最忆船政》实景演出项目，已成为近悦远来的文

旅新名片。

罗星塔下，马江之畔，中国船政文化城熠熠

生辉。依山傍海的福州马尾是中国船政文化的

发祥地，150 多年前，左宗棠等人在马尾创办了福

建船政，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办学堂、引人才、

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是近

代中国人探索国家自强之道的重要实践。时至

今日，“爱国、科学、创新、图强”的船政精神依然

激励着后人。

记者来到中国船政文化城时，全

国首台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最忆

船政》正在上演。《最忆船政》演绎剧场位于中国船

政文化城内的机修车间，在现代科技加持下，剧场

打破了传统固定的观演模式，为观众带来耳目一

新的多维感官震撼。据介绍，项目舞台开创性地大

量使用了折叠机械结构造景，营造出移步换景的

奇妙舞台空间。围绕“折叠和渐进”这个贯穿全剧

的概念，利用多媒体影像对舞台实景进行了虚拟

二次折叠，全方面立体式将机械变化和数字内容

合理地融为一体，创造出一个超现实的数字艺术

折叠空间。坐在可以移动的观演区，仿佛置身时光

飞船，随着周边场景的自动变化，可沉浸式体验百

年船政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历史传奇。该剧自

2023 年 12 月 23 日首场公演以来，演出已经超过

200场，几乎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找到了，在这里，快来打卡!”在福州市仓山

区螺洲古镇，游客穿梭在帝师故里牌坊、天后宫、

尚书第等众多古建筑中，一边举着手机比划，一

边不时发出兴奋的呼喊声。这是由仓山区文体

旅局及仓山区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共同创造的数

字剧本游“剧游南台”，旨在挖掘仓山的人文特

色，串联螺洲、林浦、阳岐、烟台山等文旅资源，使

用 AR 数字技术将虚实进行结合，以游戏化互动

的形式让游客们在探秘过程中了解当地文化。

据了解，“剧游南台”开发了《严校长的同窗

日记》《尚书寻踪》《古渡传红》《仙子奇缘》《帝师

赐福》《烟台山寻宝》6 条线路，参与者能够扮演

不同的角色，根据剧本的发展去往不同点位参与

打卡、答题、解谜，感受仓山的人文历史。当完成

这个剧本任务后，能够获得相应的积分，还可以

兑换剧游南台系列文创礼品。

依托数字技术，福州不断探索闽都文化的创

新性表达，提升游客的参与感和景区的知名度，

打响闽都文化国际品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播、传承与创新，助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是 文 化 之

根、城市之魂。要着力赓续中华

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

做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整体保

护、活态传承，使城市更为宜居、

宜 游 、宜 业 ，更 加 充 满 吸 引 力 ？

福建省福州市多年来坚持“全域

推进、分类保护、活化利用、传承

弘扬”，构建了全市域、全体系、

全要素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格局，努力让人民群众共享保

护传承成果，得到更为丰富的文

化滋养。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是摆放于博物馆之内，使之成为仅供观赏的展

陈或纪念品，抑或是封存在库房里，死看硬

守？显然，这些做法只会使文化遗产失去原有

的生命力和文化内涵。人民群众是文化遗产

的真正主人，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绝不能

“养在深闺无人识”，要做到应开尽开，使其在

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

求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让人民群众共享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成果。

要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机、再

展芳华，需要更加关注文化遗产的现实意义，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让文

物真正活起来。近年来，福州坚持把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来抓实、抓

好 ，有 效 促 动 保 护 传 承 成 果 更 好 惠 及 人 民

群众。

坚持公益属性。重点文保单位应坚

持“能开则开、应开尽开”原则，持续扩大

开放程度。注重发挥文物承载的文化力量，不

断丰富展示利用手段，使文物更好融入生活、

服务人民，发挥文物社会功能。

拓展文旅消费。以文化优先、大众消费为

导向，依托历史文化街区和文化遗产点，打造

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新场景、新业态，让

人民群众得到更加丰富的历史文化滋养。比

如，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去年通过国潮

消费季、文化展览等形式，策划“坊巷音乐节”

“街头文化艺术节”等各类活动 1500 场，成为

展示闽都文化魅力和活力形象的城市窗口，得

到市民广泛赞誉。

突出共建共享。注重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出台配套政策、保障措施，鼓励群众参与历史

街区、传统村落的保护、修缮，调动群众在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

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引入有实力、有资质、有

经验的社会力量，通过捐资等形式参与文物保

护和开放利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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