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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沉寂中的烟台山

烟台山片区，位于福州市仓山区闽
江南江滨，地处福州市历史文化中轴线
八一七路最南端，是现代福州城的地理
区位中心。这里曾汇聚了 17 国领事馆

（办事处）、33 家洋行、8 座教堂、3 家教
会医院、11 所教会学校。片区内文保建
筑、历史建筑及传统风貌建筑 191处，被
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

相比福州三坊七巷、上下杭，烟台
山的文化属性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一
种“ 领 事 文 化 ”的 展 现 。据 史 料 记 载 ，
1844 年福州开埠后，迎来了“洋人潮”，
福州最早的西餐厅、咖啡厅、照相馆、俱
乐部在烟台山纷纷出现，19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这股“潮流”达到顶峰。

但“潮流”烟台山因为时代变迁、社会
变革、城市发展而逐渐弱化。十多年前，枝
节横生的棚户搭建、颓然的洋楼、杂乱的
街巷、深锁的宅院，“万国建筑博物馆”虽
仍保持着时光荡涤后的美感，但缺少了系
统修缮保护，缺乏动态持久的勃勃生机，
让这仅存的美感变得岌岌可危。

“唤醒”烟台山势在必行。
2010 年起，福州市、仓山区的一系

列动作，拉快了烟台山“蝶变”的进度
条：《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

《公园路及马厂街历史建筑群保护规
划》等出炉并实施；烟台山（一、二期）、
塔亭路地块、烟台山特色街区及危旧房
零星改造等涉迁项目启动；搬迁 3100余
户居民，收储文保及历史建筑 110余栋，
拆除棚户建筑 22.4 万平方米；串联贯通
主要景观节点，保护整治提升乐群路、
爱国路、亭下路等 25 条老街巷；实施缆
线下地，增设休憩场所、景观节点等配
套设施，完善照明、标识导览、雨污管网
等系统。

全面系统的整治提升，为“唤醒”烟
台山打好了硬件基础。在烟台山的整体
风貌里，承载记忆与文化的洋楼古厝是
其灵魂所在。“唤醒”这片山，“复活”历史
建筑是重中之重。除了高标准修缮之外，
挖掘这些建筑内在的历史价值、文化价
值和情感价值，让“屋与人”再次产生强
联系、发生碰撞、创造出时代的共鸣，才
是烟台山“唤醒”“复活”的应有之义。

引流离不开商业开发，商业化运营
之于烟台山就如同木之本、水之源，显
得尤为重要。

2015 年，万科集团通过招拍挂竞得
烟台山出让地块，开始打造 124 亩的烟
台山商业漫步街区，这为烟台山重新走
进大众视野拉开了序幕。

重新定义都市品位新高地

从今年“五一”、国庆假期的旅游数
据来看，烟台山当下的商业化策略毫无
疑 问 是 成 功 的 。消 费 、打 卡 、逛 游 、交
互……烟台山与游客产生强黏性的部分
主要集中在商业漫步街区。据了解，烟台
山商业漫步街区内含 46栋老建筑、13条
历史风貌保护巷。经过 7年多的打造，街

区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逐渐迸发。
当下福州年轻人中流行一句话：

“好看的人都在烟台山。”意为许多打扮
时尚、靓丽养眼的年轻人都会聚烟台山
逛游、打卡，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烟
台山在商业化运营中有效捕捉年轻人
心理，通过对烟台山历史文化的探索、
解构、重塑，将空中楼阁般的历史文化
元素融合进都市生活，催化了城市品位
新高地的重新定义，让“来到烟台山”成
为年轻人展现生活品质的新潮流。

漫步商业街区，记者感受到这依山
而起的立体空间里，无论是街巷还是楼
房，无论是商铺还是广场，更像一幅图
层丰富而相得益彰的画作。门头、墙面、
楼梯、转角，无一处细节不体现着高审
美的格调与品位。

这一切都离不开运营者在“历史与
当代”中寻找平衡的独特理念和为之不
断努力的付出。

“要做好运营，我们团队必须熟读《行
走烟台山》《看不见的烟台山》《旧时山
馆——福州烟台山影像志》等几本书，还
会互相提问探讨。”万科集团印力商业福
州烟台山项目合伙人陈建东说，除了商业
运营团队，他们还召集了一群“宝藏”年轻
人——古厝主理人，烟台山之所以“出
圈”，他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 年前，我就和烟台山结下了缘
分。”肆禧·仁庐的主理人魏营说，“读高
中时，老师带我们来这里写生，那时就在
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有机会要在这
里做一间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多年来一
直寻找机会，现在终于实现了！”魏营是
一名设计师，对仁庐，他爱到了骨子里，
院子里的每一个盆景都是他亲手制作，
修屋子也是他和伙伴们亲自上阵。

“商业街区一共 240 个店铺，像魏
营这样的主理人一共有 50 位，他们多
数是设计师、艺术家，或是在某一领域
有较高的美学素养，以及对老建筑的热
爱。”陈建东说，他们定期举办“主理人
大会”，把全国优秀的主理人、行业媒
体、专家请到烟台山交流互动。希望让
商户看到更多外部的视野。同时，还不
定期举办“圆桌派”，主理人聚在一起
分享优秀案例、“吐槽”和改进。更有意
思的是，主理人间不同行业的产品会
碰撞出跨界和联名，这又为丰富业态
做了加持。

烟台山最有“腔调”的，无疑是错落
有致的历史建筑群，对它们的活化利
用，也反映了运营者在坚守“历史和当
代”平衡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发挥创造
性的主旨思路。

青年艺术家李俊彪设计打造的烟
台山第一批网红店“大吉绘馆”，正是老
建筑“修旧用旧”的代表。走进绘馆，这
是一个集咖啡厅、展陈零售、绘画体验
等于一体的两层楼多功能复合空间。在
这里，木头长出蘑菇，只要不影响建筑
安全都任其生长，也能成为空间里自然
勃发的点缀。

“老建筑的主理人将自己的设计和
审美融入到对建筑的修缮和使用中，迥
异风格让街区的丰富度和差异感拉满，

提升了街区整体的品位。”陈建东说，每
一个空间都由使用者根据需求发挥创
造力，实现多样化。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如何改造老建
筑，商户撤场时都必须复原其原貌，不
能破坏建筑的格局和美感，这是不可打
破的平衡。

突出“在地化”元素

走在仓前路、亭下路、乐群路、爱国
路、梅坞路……好拍、好逛、好玩，几乎
是所有人的共识。但不为人知的是，好
的体验感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根据不同街巷尺度、肌理来设计动
线，控制铺面面积，形成“小店林立”的格
局，这样能够使逛游更加舒适和丰富。街
区中还安置了非常多隐藏“拍照点”，这
些匠心造就了街区拥有一种漫不经心的
精致美感，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要让游客对一片商业街区的店铺
动心，首店引入是重要的策略之一。

烟台山商业街区引入了模范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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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餐厅。“入驻烟台山的品牌，我们首
先考虑的是本地首店，如果不是，要对
品牌进行升级和创新。”陈建东说。

培育孵化独家业态，让商铺和街区
共同成长，也是烟台山商业运营中的重
要尝试。

仓前路 129号华记杂货铺的主理人
华哥，20 年前摆过地摊，后来在学生街
开了一家小店。一开始，华哥受邀到烟
台山做一个 60平方米的快闪店，没想到
效果很好，现在这个 1500平方米的空间
是烟台山商流量最大的门店，日均流量
达到 5000人次左右。

“华记杂货铺是我们培育孵化和街
区共同成长的代表。”陈建东介绍说，华
记杂货铺是一种市集型商业形态，它有
一个特点叫作“空间的堆叠”。“让铺与
铺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让空间跟空间
之间有堆叠起来的感觉，这让消费者感
到其中内容非常丰富、热闹，就像大家
喜欢的学生街、夜市，是一种‘烟火气’
的迭代版。”

“好玩”之于烟台山，不仅在于扑面
而来的新鲜潮流带给人们的感官刺激，
还在于这个城市地标所链接的在地化
元素所带来直击心灵的同频共振和精
神愉悦。

在地化元素在这片空间里的熠熠
生辉，是这个城市地标不可缺位的一抹
亮色。

《行走烟台山》一书中提到，烟台山是
福州许多民间信仰的祖庙发源地，这些民
间信仰至今活跃在老百姓的市井生活中，
成就了老福州活色生香的烟火图景。

福州传统信俗文化被主理人邹元
生集成进了崇圣庵巷里的“光与尘咖

啡”店。咖啡只是驱动邹元生表达福州
文化的一个现代引擎，在地化的元素通
过文创，在这里折射出了“旧房子和新
生活”的反差美。他打造的“仙界咖啡”
IP 让人印象深刻，几乎每一位走进店里
的人都被“在这里喝咖啡的都是神仙”
的巨幅手绘吸引，拍照、发布到社交平
台，老福州人的民间信俗在氤氲的咖啡
香气中得以鲜活地再现和传播。

不仅如此，老福州生活里少不了的
茉莉花茶、鱼丸等商品被重新演绎，在
传统文化的底色上被赋予了更加大胆
的潮流符号：或是复古又时尚的包装，
或是古早又新奇的味道，在地文化运用
创意和现代审美与人们产生了共情。

打造“无界”空间

在这座山上的人都亲切地称烟台
山为“烟山村”，每天大家都能看到一个
忙碌的身影——烟台山管委会副主任
李晋。李晋在管委会工作了 5 年多，对
于这里的变化，他既是见证者,更是参
与者。对于烟台山的“爆火”，他认为除
了政府、企业的共同努力外，还提到了
一个关键词：共享。

“‘烟山村’是一个开放共享的空
间，它把有趣的灵魂聚在一起碰撞出了
火花。我们要做好服务与支持，让大家
尽可能地发挥创造力。”李晋说。

仔细观察，烟台山上大部分老建筑
都是开门迎客的。“一些主理人主业并
不是经营咖啡店、饮品店等，但他们管
理的老宅的院子,一楼都是对游客开放
的,楼上才作为其他的办公场所，这是
一个硬性要求。”陈建东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设计师魏营的
“仁庐”一楼，三间正屋里有一间寄售的
是其他设计师的服装和手工饰品。这在

“烟山村”非常普遍，许多主理人的商铺
里除了自身的主打产品外，还有其他跨
领域跨界产品的展陈和销售。

除此之外，在烟台山的艺术展，永
远不会“故作深沉”，不会“藏于深巷人
不知”，也不需要收费。今年国庆期间举
行的烟台山艺术节，主体活动五大艺术
展基本分布在开放的古厝、街巷街面、
商铺中，普通游客只要一个抬头一个转
身，就能和艺术撞个满怀。

从空间共享延伸到运营共享，从运
营共享延伸到理念趋同，“共享无界”不
仅能够激发管理者和运营者的无限想
象，更能以包罗万象的姿态让来此的人
们沉浸其中，哪怕是匆匆而过的游人也
可能在离开的瞬间忍不住回眸，成为他
下一次必须到达的“诗和远方”。

苍山烟霞，高丘低江。
烟台山百年风貌再现。创造流量与

“留量”，无法简单复制粘贴，前路更无
标准答案。唯有不断创新、不断突破、不
断发展。

每天早晨，面包的香味从烟台山梅坞
顶的一座三层小洋楼里飘散开去，“傻瓜
挞”、月亮饼、奶油蛋糕等十余种西式糕点
被陆续摆进外卖橱窗，福州第一家西餐
厅——“快活林”又热闹忙碌起来。到了
“楼高树影密，夜景市深沉”时，身着洋衣
旗袍的时髦男女携手走进“快活林”，白烛
红酒、刀叉碰撞，细细低语……

上世纪上半叶的福州，如果没有在
“快活林”吃过一次西餐，或者没有在“洋
衣五”的盛兴洋衣行定制一套时兴服装，
或者没有到月宫照相馆留下一张倩影，都
算不上“摩登”。

烟台山，是福州最早的“潮流集散
地”。这里曾经汇聚17国领事馆（代办处），
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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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转星移，曾经的千帆过尽、商旅辐
辏随着时代变革湮没在了历史中，烟台山
沉默了半个世纪。

然而，2023年的一组数据，烟台山重
新强势闯入大众视野：“五一”假期，烟台
山接待人数达到29.3万人次；上半年，烟
台山接待游客量近660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近1.7亿元；国庆期间游逛客流达
66.6万人次，销售额2133万元……烟台
山一跃成为全省景区的“黑马”。

寂寂许久的烟台山，为何火了？从默
默无闻到爆火顶流，烟台山到底做对了什
么？独特的商业模式是什么？这样一片城
市地标性质的历史文化街区，它的运营从
来没有标准答案。带着问题和思考，记者
走进烟台山，探究它“蝶变”背后的故事。

一个重现历史记忆，代表城市品位的
烟台山，让城市文脉的接续和传承有了载
体。这一切，是政府与企业各方共同努力、
携手打造的结果。如今，到烟台山逛游，不
再只是走马观花似的匆匆一瞥，而是成为
一种有交互、有消费、有收获的层次丰富
的深度体验，区域价值愈加凸显。

烟台山何以“出圈”？
其 一 ，在 于 其 历 史 沉 淀 的 厚 积 薄

发，特殊的文化体系具有稀缺性和差异
性，是挖掘区域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
商业价值的基底。

其二，在于政府层面整治提升烟台
山片区的决心和科学合理的系列改造
举措，让烟台山的“复活”有了先决条件
和硬件基础。

其三，在于商业化运营准确把握了
烟台山的文化调性和资源禀赋，既很好
地保留了原有的文化韵味，又构建了一
个符合现代审美的潮流烟火之地。

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如果对历史文
化街区的改造、提升和运营仅是简单套
用模板、复制做法，必然导致千篇一律
丧 失 美 感 ，还 使 得 文 化 与 商 业 彻 底 割
裂，流量难成为“留量”。

我们需要更多像烟台山这样的经
典范式。能够找准区域文化的独特性、
差异性和稀缺性，在传统与现代中找到
平衡，开辟独一无二的发展路径，必将
在传统文化和城市文明的交融下镌刻
出更多优秀的“地标”作品。

找准文化调性
打造文旅地标

□本报记者 肖颖

▶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流量火爆。

“在地元素”在烟台山
老建筑中的展现。

▲年轻人在烟台山打开一种全新生活方式。

在烟台山逛游在烟台山逛游，，总能和总能和““艺术艺术””不期而遇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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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山的商业运营烟台山的商业运营，，在在
““传统与现代传统与现代””中找寻平衡中找寻平衡。。

▲烟台山呈现“苍山烟霞，高丘低江”的美感。

本版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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