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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将莆田市列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莆田成为全国第 142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也是继
福州市、泉州市、漳州市、长汀县后，时隔 30 年，福建迎来的第 5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自 2018 年启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以来，莆田市在
统筹推进、保护传承、活化利用三方面重点发力，最终申报成
功。莆田将以更足的底气，赓续城市文脉，书写新的辉煌。

申报名城底蕴深厚

经过持续一年多的调查考古，2022 年 12 月，莆田木兰溪流
域考古调查组发布最新调查报告，新发现旧石器时代、新石器
时代、青铜时代 26 处遗址，其中首次发现的山边旧石器时代晚
期遗址，填补了莆田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把莆田地区有人
类生存活动的历史至少提早到距今 2 万年前，莆田申报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再添一个力证。

1400 多年建制史和 1000 余年建城史，成就了闽中莆阳“文
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灿烂文明。妈祖文化的发祥地、“海上丝
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1 个、省级历史
文化名镇 3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5个，中国传统村落 7个、省级
传统村落 21 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2 个，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604
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404 项，妈祖文化广泛传播
到世界 49 个国家和地区，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延伸提

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莆田底蕴深厚。
“从历史的视角看，莆田属于我国古代府级城市类型，保留

有宋代遗风的子城格局和谯楼，从文化的视角看，莆田属于我
国海洋文化类型名城，最突出的妈祖文化、海上丝绸之路贸易
文化、海防文化，都和海洋文明有着直接且重要的关系。”中国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规划师陈双辰说。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文脉悠悠，与古为新。
如何保护、开发好莆田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何让历史

文化为我所用，成为彰显城市软实力的特色名片？站在对家乡
负责、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莆田市几届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
不约而同地作出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大战略决策。

莆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自 2017 年 8 月左右开始启动，
委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时两年左右完成《莆田市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2020年获得批复。

2023 年 1 月，住建部会同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来莆考察评
估名城申报，经专家考察，认为莆田基本具备申报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的条件，顺利通过评估。

保护与发展并进

“秉承敬畏之心，高站位统筹推进；秉承珍爱之心，全方位
保护传承；秉承尊崇之心，多形式活化利用。”莆田市委书记付
朝阳在莆田市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是沉甸甸的国字号“金字招牌”，既是荣誉，更是责
任。

以规划为纲，以普查为要，以立法为基，认真处理好名城保
护与城乡建设、民生保障、活化利用的关系……申报路上，莆田
作出了很多努力和有益探索。

“我们在名城保护规划初步完成的同时，推进并启动了历
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针对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和萝苜田历
史文化街区分别编制了详细的专项保护规划。明确街区内建筑
分类保护整治、更新改善等要求，直接指导有关项目的实施。”
陈双辰说。

不仅一大批古代先民留下的宝贵遗产得到系统保护、全面
保护，还有一些被岁月遗忘的文化遗产也得到挖掘。

“在莆田兴化平原上有一个古镇名叫笏石镇，我们在编制
保护规划前，这个保存完好的古镇是完全被遗忘的，没有任何
保护身份，我们发现它、走进它。我们迅速向莆田名城保护主
管部门提出抢救保护建议。令人十分欣慰的是，保护规划还没
编制完成，这个古镇就被正式公布为省级名镇。”陈双辰感慨
道，“有着同样命运的古镇古村还有多个，笏石镇启示我们，愈
发深刻理解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价值，就愈能在这里做到遗
珠拾粹。”

点开高铁新城历史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平台链接，页面跳转
出该片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具体方位，还可以放大查看文物具
体信息。“在编制高铁片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专项规划
的同时，我们搭建线上管理平台，将高铁新城内涉及的文物建

筑、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以及七境总宫等历史文化遗产的
地理位置、基本信息、三维倾斜摄影、照片等内容予以建档，并
在平台上展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师刘源介绍，该
区域关于七境仪式联盟涉及的总宫、庙宇数量众多，且相对集
中，创建这个平台既有利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助于地
方文化的宣传和推广。

此外，莆田还搭建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管理电子系统平台，
数字化测绘档案为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活化利用和精细化管
理等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走向活化利用

不论是木兰陂渠系水利灌溉工程，还是南北洋平原农业种
植业，乃至在莆田基层社会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仪式
联盟活动和宫庙维护习俗，大面积原生态生产生活方式的活态
传承是莆田留给中规院专家团最深的城市印象。

仪式联盟的自组织运作模式能否用于街区保护更新的
“ 自 组 织 ”？政 府 行 为 在 街 区 保 护 与 更 新 中 能 否 实 现 自 上 而
下 的 保 护 转 移 ，进 而 促 成 基 层 社 会 的“ 自 治 化 与 自 发 性 ”保
护倾向？

在推进莆田两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项目过程中，陈
双辰团队以历史文化价值为导向，针对保护更新的具体组织模
式和两片街区的文化差异性，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兴化府街区自古即是“城”的所在，宫庙较少，现代化更新
建设较多，商业区位和城市经济效益显著；萝苜田街区自古即
是“市”的所在，宫庙众多，传统居住和商业并存，传统社会网络
依然较好保持。因此，差异化的提出街区保护更新实施组织模
式：兴化府街区以“政府统筹、整体运作”为主，以“政企合作、市
场运营”为辅，兼顾“政府支持，居民参与”；萝苜田街区以“政府
支持，居民参与”为主，以“政企合作、市场运营”为辅，兼顾“政
府统筹、整体运作”，通过后续保护更新实践证明，两种模式都
取得了显著成效。

“从申报走向保护实施再走向活态传承，我们见证了兴
化府和萝苜田两片街区从年久失修、杂乱差的景观环境蜕变
成莆田最具魅力的历史文化活力片区。”陈双辰说，名城保护
突出体现了复杂性、系统性、专业性的特点，既需要保护好各
类真实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要改善和提升在这里生产生
活的居民的人居环境品质，处理好保护和发展、利用和开发
的关系。

荣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对莆田名城保护与利用工作
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名城保护重点不仅是历史城区和历
史文化街区，位于全市域的历史地段、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
统村落、文物和历史建筑都是保护的对象。”陈双辰说，莆田还
要加大力度保护好工业遗产、水利灌溉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等
其他各类遗产，着力构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通过挖
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的价值
符号和文化产品。

名城保护任重而道远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规划师 陈双辰

莆田名城保护任重而道远，需要在三个方面继续发力：
一是拓展保护对象的年代区间。2021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在城乡

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提出不仅要保护好古代遗产，还
要保护好近现代乃至当代重要建设成果。特别是关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新中国成立 70 年、改革开放 40 年，着眼于不同时期的不同遗存，做
好各类保护对象的普查认定和保护利用工作。

二是深化认知名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做到以价值为导向的保护。莆田
之所以被国务院公布认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是由于它有着突出的
历史文化价值。对于城市历史文化价值的认知是一项长期持续的系统工
作。在名城保护规划中，我们提出世界妈祖文化中心、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的经济重镇、中国传统宗族文化的活态传承地、中国古代农耕治海文明的
杰出代表、中国明清海防体系的前沿阵地等五大历史文化价值，每一条历
史文化价值都值得深入研究。我们也欢迎专家学者提出新的突出的历史
文化价值，丰富莆田名城历史文化保护的内涵。

三是将保护与发展相结合，推动名城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历
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有别于文物单体的保护，名城本身就是人们生产生活
的物质空间载体，承载着人们的乡愁记忆，也承载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
展，是活态遗产、复合遗产。要做到保护与发展相结合，做到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 （本报记者 林爱玲 整理）

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申报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师 刘源

兴化平原地处海滨，既有山脉环抱，又有河流润泽。莆田先民在这里
通过逐步建设庞大的水利设施系统，长期围海造田经营，逐步造就了既具
淡水冲积灌溉属性又有防御海潮倒灌功能的兴化平原。

兴化平原至今仍保留有大规模的农田，历史沟渠支系清晰可循，并仍
然发挥着重要的农田灌溉作用。沟渠水网的岸线边缘为了固土，种植有成
片的荔枝、龙眼等果树，尤以荔枝为最。独特的滨水荔枝林种植系统，形成
了全国唯一的荔林水乡景观。因此，兴化平原十分契合农耕文化景观遗产
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征。

兴化平原上的莆田生态绿心位于莆田市主城区的地理中心。《莆田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对生态绿心提出了“环绿都市的中央休闲田园”“地
方文脉的活态传承典范”“兴化湾区的生态保育标杆”的总体定位及发展
目标，对生态绿心的保护与利用的目标是将其打造为木兰溪流域综合治
理的样板、福建乡村振兴的先行示范、国内水乡旅游的特色名片、全球重
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后，莆田应加大对地方文化价值的挖掘，在更
高层面梳理对标重要 IP，全力推动莆田生态绿心申报中国乃至全球重要
的农业文化遗产。 （本报记者 林爱玲 整理）

站在新起点上再出发
□莆田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 陈祖芬

负山襟海、“七山二水一分田”，莆仙地区有灿烂悠久的农耕治海文
明，它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十分丰富。

妈祖文化、莆仙戏、木兰陂、广化寺……在中国，很少有一个地方能像
莆田这样群体性地把地方文化传承得如此完整。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
识到莆田历史文化保护仍然任重道远。在城镇化的脚步当中，我们也看到
了正在消逝的乡村、遭遇危机的方言、被异化的传统。如果有一天，当我们
回头寻根的时候，发现老家已经不在了，俗例已经没有了，这种失落的滋
味肯定不好受。

近些年来，莆田市为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终
于成功了，这是一个成功的终点，更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需要再出发，需
要让有着独特魅力的莆仙文脉代代相传，需要更多有识之士贡献智慧和
力量。期待“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块金字招牌给莆田带来的不仅是一种
荣耀，更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本报记者 陈汉儿 整理）

逛 古 街 进 名 村 看 城 事 变
迁 ，赏 非 遗 品 工 艺 感 受 千 年 韵
味……日前，中央及省级媒体记
者深入莆田古镇古街古村开展
联合采访活动，感受新晋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魅力。

触摸历史文脉
品味文化街区魅力

了解一座城，先从博物馆开
始。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绶溪
公园东侧，莆田市博物馆犹如一
枚音符跃动在溪畔。

莆田市博物馆新馆于 2017
年 9 月启用，融合文化传承、旅
游休闲、互动体验和宣传教育等
功能，聚焦“文博+”“场馆+”“体
验+”，推进智慧博物馆建设。“早
在新石器时期，先民就在这里垦
荒拓土，商周时期，大大小小的
聚落散布在木兰溪、绶溪和萩芦
溪流域……元代设兴化路，明清
设兴化府，‘兴化’寓意‘兴德化
民’，此后成为莆仙地区常用的
一个称呼。”在一个多小时的介
绍中，莆田市博物馆馆长游国鹏
通过文物、老照片、文献资料，带
大家认识了一个浓缩版的千年
莆田。

作为古代中国农耕文明时
期城市的杰出代表，莆田具有十
分鲜明的农耕文化、科举文化、
城市文化、家族文化、华侨文化、
宗教文化等文化基因。纵横交错
的街巷蕴藏着写不尽故事的官
宅府第、寓意深远的里社祠堂、
深邃神秘的寺院宫庙，而有着众
多历史文化名人的兴化府历史
文化街区便是解码莆田历史的
一把钥匙。

近年来，兴化府历史文化街
区通过保护传统街区风貌与现
代 商 业 深 度 融 合 ，采 取 政 府 征
收、回租经营、自主修缮等三种
模式，对 6 条街区沿街房屋进行
腾退征收，整合修缮 400 多坎新
门面，导入文创、研学、演艺等新
业态，但背街背巷没有动迁原住
民，没有改变社会网络，街区仍
然饱含烟火气。2022 年国庆节期
间，历经两年多保护修缮后，兴
化府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开街，成
为莆田人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和城市名片。

品鉴匠心智作
领略工艺之都风采

群山起伏、江河蜿蜒，渔村
野市、水榭亭台……走进春晖木
雕艺术馆，一块长 12 米的大型
台湾桧木木雕作品让人叹为观
止，北宋王希孟名画《千里江山
图》的多娇与韵味，在这幅立体
的金色山水中一览无遗。

春晖木雕艺术馆由“大国工
匠”、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莆田木雕代表
性传承人郑春辉创建，是莆田首
家民间木雕博物馆，馆内收藏有

《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闽
乡多锦绣》等逾百件精美绝伦的
木雕作品。其中，长 12.286 米、高
3.075 米、宽 2.401 米的香樟木木
雕《清明上河图》，被载入“世界
上 最 长 的 木 雕 ”吉 尼 斯 世 界 纪
录。作品两面分别雕刻着北宋张
择端和清宫画院绘制的两版《清
明上河图》，共有 2275 个人物形
象，集镂空雕、透雕、浮雕和精微
透雕等雕刻技法于一体。

仙游古典家具制作技艺，简
称为“仙作”，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和国家传
统工艺振兴名录。在三福红木文
化工业产业园内，雕刻师们以刀
为笔、以木为纸，俯首精雕细镂。
三福艺术馆品牌总监郑少倩表
示，“仙作”巧妙融合传统国画、
雕刻艺术与家具制作技艺等，是
明清家具经典款式的延续和创
新，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莆田工艺美术历史悠久，享
誉海内外，主要涵盖木雕、工艺
家具、金银珠宝、油画、香业等细
分品类。莆田市先后荣获“世界
中式古典家具之都”“中国木雕
之城”“中国银饰之都”等 15 个
国家级区域品牌荣誉称号。

探访名村古迹
遇见乡愁与浪漫

“木兰陂一面拒海水于陂下，
一面使原先时常发洪水的溪海分
流，通过其渠系工程——九十九
沟灌溉了兴化平原，造福千载，泽
被万家。从此，盐碱之地变成鱼米
之乡，也造就了莆田的农耕文明
和文献名邦的美誉。”木兰陂讲解
员寇秋华介绍，木兰陂建成已近
千年，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
灌溉工程之一、中国五大古陂之
一，被誉为福建的都江堰，至今仍
然发挥着引水、蓄水、灌溉、防洪、
挡潮、水运的综合功能。

从 木 兰 陂 沿 溪 而 下 10 公
里 ，木 兰 溪 治 理 展 示 馆 静 卧 溪
畔，讲述着最近 20 多年来木兰
溪变害为利、造福人民的生动治
理实践。荔林水乡是莆田市区最
富魅力的城市特色之一，“水上
巴士”穿越北大、吴江、东阳、洋
尾、双福等绿心荔林水乡和历史
文化村落集群，是打开莆田城市
魅力的金钥匙。

初秋的涵江区白塘镇双福
村，荔波荡漾，古迹秀美，田园野
趣，一派水乡风光。这座至今已
有 900 多年建村史的中国传统
村落、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拥有
十数株树龄在 500 年以上的古
荔枝树。

“我们把传统村落保护与促
进乡村振兴、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紧密结合起来，在保护村落风貌
的基础上，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统筹推进传统文化传承与村落
经济发展，留住村里的烟火气，
让乡愁有乡可寻。”莆田市委副
书记、市长林旭阳说。

千年名城掠影
魅力莆阳寻芳

□本报记者 林爱玲 陈盛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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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综述

□本报记者 林爱玲 通讯员 刘雅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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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洲妈祖像 陈晓威 摄

木兰溪绕城而过木兰溪绕城而过。。 陈晓威陈晓威 摄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木兰陂 陈盛钟 摄 ▶端午“送王船”
蔡昊 摄双福村村民水上采荔枝。 陈英 摄

▶打铁花民俗活动
许金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