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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说书人”，
无声讲述乡愁故事

上月中旬，2023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
国主会场活动在福州开幕，各类文博展览、一
大批珍贵文物，让走进博物馆的市民大开眼
界。在福州长乐区的一个村子里，也有一间让
当地群众十分自豪的“微型博物馆”，记录了村
庄的历史与民俗，这就是位于玉田镇琅岐村的
乡愁小楼。

陶器、瓷碗、点心盒、木桌椅、旧报纸、小人
书……走进位于琅岐村老街的乡愁小楼，记者
仿佛穿越回到过去，这里的每一件藏品，都散
发出厚重的年代感。“这些物品都是村民一件
一件捐来的，我们用众筹的方式，收集到 300多
件老物件，希望留住村庄的历史文化。”琅岐村
党总支书记李桂锋介绍说。

能拥有一座乡愁小楼，源于琅岐村对古厝
的合力拯救与活化利用。

原来，乡愁小楼是一座两层古厝，因为年
久失修，大部分已经坍塌，失去居住功能，而且
影响村容。前两年，琅岐村在开展美丽乡村建
设时，对如何处理这座古厝犯了愁：是直接拆
除一了百了，还是将其保留下来、保护起来？

“经过村‘两委’干部多次商讨，并倾听群
众的意见，我们决定从重塑乡村文化生态的角
度，投入资金将这座古厝修复，同时挖掘村里
的历史文化资源，将修复后的古厝打造成为属
于琅岐村的博物馆——乡愁小楼。”李桂锋说。

人多力量大。在安排古厝修缮的同时，琅
岐村“两委”向村民发出“建设乡愁小楼、收集
民俗物件”的倡议书。倡议书一出，得到村民和
在外乡贤的积极响应。乡贤陈先生得知后，率
先捐献了 10多件明清时期的老物件。不到半年
时间，琅岐村就收到 300多件老物件，为修缮后
的古厝增添了充实的展示内容。

前段时间，琅岐村邀请多位权威文物专家
前来乡愁小楼指导。李桂锋说，文物专家经过
鉴定后表示，村民捐赠的物件既有南北朝时期
的，也有宋、元、明、清、民国时期的，一部分物
件虽不算文物，但给研究村史提供了重要的佐
证材料。

如今，每当逢年过节或者周末，琅岐村游
子们返乡时，必定要到乡愁小楼走一趟，回味
村庄的过往。“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专家建议，
把老物件按年代顺序进行分类，做好捐赠信息
标 注 ，提 高 乡 村 博 物 馆 的 可 观 赏 性 、可 研 究
性。”李桂锋说。

将修缮后的古厝“返聘”后，用来讲述乡愁
故事，琅岐村的探索，在长乐区遇到了“志同道
合者”。潭头镇文石村的一座古厝，就变身为颇
有气势的村史馆。

踏上一块块长石条垒成的石阶，推开一
扇厚重的木门，“修旧如旧”的文石村百年古
厝展现在记者面前。“这原本是村民的闲置古
厝，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经过我们多番谋划，
在征得房主同意后，决定对其进行修缮。一共
花费约 70 万元，耗时近 5 个月。”文石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刘宜琛说，利用修缮后的古厝兴
办起村史馆，让年轻一代通过这里了解故乡，
留住乡愁。

记者看到，文石村的村史馆展览内容丰
富，包括“村情概况”“登文道”“海丝文化”“妈
祖文化”“爱国主义教育”“乡村振兴”等六大
部分，以图文资料、实物展览等形式，全面展
示 了 文 石 村 的 历 史 文 化 、村 容 村 貌 、民 俗 风
情。“村史馆是一个乡村的历史记忆，满足了
全 村 群 众 的 精 神 文 化 需 求 ，这 笔 钱 花 得 很
值！”刘宜琛说。

如今，长乐区已经有不少“重新上岗”的乡村
古厝，成为讲述村庄历史的“说书人”。仅在潭头
镇，就已经依托古厝建成5座村史馆，用“充满乡
音”的口吻，讲述着乡村的历史与变迁，给在外游
子留下了乡愁的寄托。

挖掘新功能，
丰富乡村文化配套

“保护文化遗产其实就是在保护一个地域
和民族由来已久的、独特的生活氛围，以及人
文环境和文化历程……”

5 月 26 日，在福州市古厝研究会举办的古
厝活化利用学术报告会上，复旦大学国土与文
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
遗产与社区发展教席首席专家杜晓帆等专家
学者，围绕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展开“头脑风
暴”，留下真知灼见。

乡村古厝，作为一种“接地气”的文化遗
产，与专家们的顶级智慧之间，是否有“相逢”
的契机？在长乐区采访时，记者感受到两者之
间无形的“桥梁”。

“我在大齐书院上写字课、读书课，很多人
一起学，还有老师教，可好了！”走进营前街道
长安村，在清静典雅的大齐书院里，70 多岁的
姜凤仙老人乐呵呵地向记者讲述她的幸福晚
年生活。由古厝修缮后活化利用的大齐书院，
已经成为长安村群众十分自豪的“文化客厅”。

长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林岩云介绍，大齐
书院原是村中大户人家的祖厅，被列入长乐区
第三批历史建筑名录。“这座古厝有 50 多位户
主，他们无条件将祖厅捐了出来。村里多方筹
集资金，对祖厅进行修缮复原，在保留原有格
局的基础上，设置了琴、棋、书、画四个厢房，每
个房间都布置得十分雅致，作为公共文化场所
开放。”林岩云说。

如今，大齐书院已经成为长安村的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通过引进长乐区朝阳社工机
构，为当地群众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该机构长安项目服务人刘楠，就是为姜凤仙等
老人上课的老师。

“姜阿姨所说的写字课也是我们社工开展
的活动之一。”刘楠说，朝阳社工还依托古厝资
源，开展“老友”互助计划、“欢乐一家亲”计划
等活动，“之前我们只是在长安村设了一个服
务点，现在机构总部入驻长安村古厝，更好地
服务周边群众”。

在琅岐村，乡愁小楼对古厝活化利用的成
功，为“返聘”更多古厝带来了信心。

“琅岐村古厝众多，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是
文化振兴的好底子。”跟随着李桂锋的脚步，记
者走进了乡愁小楼旁边的一条老街，这里有 7
座古厝列入修缮计划。其中，位于老街深处的
三座里古厝是琅岐村武举人陈君理的故居，拥
有气派宏伟的三进院子，非常适合“返聘”为乡
村文化场所。

李桂锋颇为自豪地介绍，有一座古厝已经
完成修缮，村里准备按照乡愁小楼的模式，动
员乡贤和村民捐赠书法、篆刻作品，打造一个
向所有村民开放的书法篆刻室；另一座古厝占
地 1000 多平方米，将打造成民俗文化馆；三座
里古厝修缮后，将改造成为农耕文化展馆和农
村会客室……

以古厝为龙头，琅岐村还计划串起古井、
古碑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计划把老街建设
成为琅岐村历史文化一条街。“在活化利用古
厝的基础上，我们将深入挖掘乡村历史文化符
号，盘活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促进农村文化发
展。”李桂锋说。

今后，这条街上的古厝，还将与琅岐村的
盆景技艺、盆景产业融合发展。下一步，琅岐村
将在老街的后山里，建设一个盆景观光基地，
将复活的古厝、山间的古庙和雅致的盆景衔接

起来，打造出特色鲜明的乡村文化链条。

外租做商业，
助力文旅产业发展

修缮、活化乡村古厝，是一项“只管投入、
不问产出”的行动吗？在长乐区，一些村庄通过
对古厝的商业化运营，给出了明确答案。

营前街道长安村毗邻高速出口，与福州地
铁 6 号线营前站也只有几百米距离，优越的交
通条件，让长安村获得了发展文旅产业的巨大
优势。近年来，长安村陆续建成了白石桥文化公
园、长安游乐园、幸福田园特色果树采摘园等景
点。去年 5 月，长安不夜城街市开业，河道夜景
观光、茉莉花海大风车露营、水上舞台、水幕电
影等多样化业态组合，让长安村渐渐成为网红。

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可村庄很难获
批新建房屋，餐饮、住宿等旅游配套设施如何
跟上？关键时刻，活化利用的古厝“上岗”了。

“有了大齐书院树立的古厝修缮、利用榜
样，我们做通了那些闲置古厝户主的思想工
作，并吸引了一批外来投资者，考察了长安村
的文旅经济发展前景后，他们以每年几千元、
上万元的价格租下古厝，投资 10 万～20 万元
完成修缮，用于商业运营，主要是旅游配套设
施。”林岩云介绍，长安村已有 8 座古厝对外出
租运营，业态包括咖啡馆、餐饮店、民宿等，不
仅补上了村里旅游配套设施的短板，每年还可
以获得 30多万元的村集体收入。

“上岗”的古厝，进一步丰富了长安村的文
旅业态——长乐区嘉德儿童学园在拓展研学
产业链条时，看中了长安村的自然生态环境、
农耕文化体验等，专门租下了一座古厝，建成
研学基地。此外，长安村原有的星星幼儿园，在
进军研学产业时，同样租下了一座古厝，打造
出星星幼儿研学基地。

古厝得到修缮并用于商业运营后，还带动了
许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得到了古厝户主们的一
致认可。“如果没有用起来，古厝很容易‘老化’。现
在‘活化’了，焕发新活力，他们都比较满意，有的
村民回乡时还特地来参观、消费，乐在其中。”林岩
云表示，在示范效应带动下，一些古厝户主主动联
系村“两委”，请求将自家古厝“返聘上岗”。

位于闽江入海口的潭头镇文石村，正在大
力发展乡村文旅产业。凭借古遗址、古河道、古
炮台、古庙祠等历史文化遗产，文石村确立了
做好“古”文章的发展思路，准备打造一批具有
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研学产品。所以，古厝当
仁不让地成为文旅产业不可或缺的“骨干”。

“我们打造了‘停车场—天妃庙—牛山古
洞—马山炮台—妈祖公园—登文道—花海—
村史馆—停车场’的闭环式游览路线，把村史
馆作为重点景点向游客推荐，加深了游客旅游
体验度，得到很多游客的赞叹。”文石村第一书
记刘宜琛如是说。

村史馆带来的古厝保护开发示范效应，在
文石村形成了一股村民自发集资修缮古厝的
风潮。在村史馆对面，记者看到了一座气势宏
大、基本修缮完工的古厝，每一个房间门口都
挂着二维码门牌。“因为这座古厝面积较大，户
主很多，但大家修缮古厝心很齐，集资了 70 多
万元，做成了这件事。”刘宜琛说。

作为著名侨乡的文石村，在乡村建设过程中
得到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这让大家对村里古厝
重生的前景充满信心。村民们说，这些古厝就是
华侨在故乡的“根”，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家园，希
望海外侨胞大力支持今后的古厝修缮、活化利用
工作，为文旅产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培育“古
厝动力”。

保护修复、功能再造，福州长乐区多形式探索古厝活化保护利用，一座座乡村古厝获得新生——

古厝在， 有归处
□本报记者 段金柱 卞军凯

古厝是福州的历史文化
瑰宝。无论是沿海还是深山
的乡村里，都能看到一座座
气 势 宏 伟 或 雅 静 清 幽 的 古
厝，有的是明清建筑风格，有
的是侨乡南洋特色。走近古
厝、抚摸古厝，一下子就能把
你带回历史的烟云中。

如珍宝一般的古厝，却
又是十分脆弱的。在记者采
访过程中，不少村干部讲述
着古厝带给他们的“又爱又
愁”的复杂情感：家乡的宝贝
当然惹人爱，可古厝普遍长
期空置，年久失修，不仅平时
有碍观瞻，影响美丽乡村建
设；一旦到了台风季节，大家
得提着一颗心，生怕古厝坍
塌，影响周边群众安全。

既然失去了居住功能，
古 厝 该 一 拆 了 之 吗 ？在 福
州 ，不 管 城 区 还 是 乡 村 ，很
少出现这种蛮干的思路，因
为 大 家 对 古 厝 普 遍 怀 着 深
深的感情。

一方面，是牢记着殷殷
嘱托。近年来，福州市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福州
古 厝〉序》精 神 ，持 续 落 实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福州考察时强调的“对待古
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
爱之心、尊崇之心”等重要指
示精神。

另一方面，是凝聚着浓
浓乡愁。能够坚定屹立至今
的乡村古厝，必然是建造时精心打磨的“作品”，
是当地人成长历程中的集体记忆。所以，保护古
厝、留住乡愁的理念深入人心。

近年来，福州各地纷纷出现了修缮保护乡
村古厝的热潮，政府出资、村民集资、乡贤捐款、
社会租养等各种筹款方式不一而足，让古厝得
到了修缮，从美丽乡村的“伤疤”变成光彩照人
的景点，从“老胳膊老腿”的危房恢复到“老当益
壮”的状态。

修缮古厝，并不是为了单纯保存下来做“盆
景”，而是要实现“厝尽其才”，让古厝在新时代
拥有新功能、获得新生命。这是福州乃至全省古
厝保护工作中面临的共同课题。因此，梳理长乐
区在“返聘”乡村古厝过程中的探索，可以为更
多乡村古厝的活化利用提供有益借鉴。具体而
言，可以为“返聘”的古厝提供两种岗位：

一种是体现社会价值的公益岗位，比如把
古厝变成乡村博物馆、乡村文化站等，在发挥
古厝建筑功能的同时，将建筑本身的历史价值
与乡村文化、民俗深入融合，让古厝成为唤起
当地群众乡愁的记忆点，发展乡村文旅经济的
新景点。

另一种是追求经济价值的商业岗位，开在
古厝里的咖啡馆、研学基地等商业机构，以及价
格不菲的古厝民宿等，已经证明了古厝所具备
的商业价值。需要注意的是，古厝里的业态要与
其风格契合，最好像长安村一样，既通过对外出
租实现了古厝的商业价值，又补上了旅游配套
的短板，从而助力乡村文旅产业发展。

古厝无言，对“返聘”后上岗何处都能接受。
所以，为古厝安排岗位的人，必须有情怀、有眼
光、有规划，把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古厝，精心
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无论哪一种安排，都必须
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古厝，让老祖宗给我们留下
来的文化瑰宝，既能得到妥善保护，又能焕发新
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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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金牌旅游村”福州长乐区潭
头镇文石村，“村如其名”，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今年“五一”假期，这里迎来了
大批游客。在一系列文化景点中，独具
特色的村史馆，备受游客青睐。

文石村的村史馆原来是一座年久
失修的百年古厝，经精心修缮后，得以
活化利用。村史馆里，展示了文石村的
历史文化、村容村貌、民俗风情等，既
为村民留住了乡愁，又给游客增添了
看点。

在长乐区，文石村精心修缮、活化
利用古厝的探索并非孤例，而是许多乡
村的共同选择。华侨、乡贤、爱心企业
家、村民等多方合力，长乐区一座座陈
旧的乡村古厝获得新生，并且被“返聘
上岗”，成为深受群众喜爱的村史馆、乡
愁馆、文化会客厅等公共活动空间，有
的进行出租为村集体增收，在乡村振兴
实践中实现了新价值。

核心提示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一 场
民 俗 文 化
活 动 在 长
安 村 大 齐
书院举行。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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