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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借由街道，既展开了它的理性逻
辑，也展开了它的憧憬与想象；街道承载了
城市的历史和当下，也承载了时代的烙印与
地方性格。

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修缮，有其
时代背景及自身的困境。修缮前，文化辐射作用
弱化、基础生活环境衰败、业态落后、街区活力
不足等诸多问题让位于城市中心的古街被城市

边缘化多年。千年古城的核心区，其繁华与沉默
都格外引人注目，可以说，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
是莆田老城区发展困局的一面镜子。

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莆田而言，是
荣誉也是敦促。当前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作为
莆田文旅会客厅形象重新回归，迈出了保护修
缮的第一步。如何激活莆田地方文化基因，应
当从整体格局和定位上寻找街区的发展坐标。

莆田历史底蕴深厚，但距离旅游城市还有
一段距离。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带有深刻的人
文内涵和市井生活记忆线索，承载着对莆田城
市历史文化进行阐释和发扬的责任，因此，一
方面在讲好“老莆田”故事时，关键要做好“在
地文化”的挖掘与呈现，从本地文化元素中提
取并结合市场趋势，孵化“文化+”体验消费业
态，形成全新的文化消费业态结构；另一方面，

在“新艺文”空间的打造上，要以体验式消费、
沉浸式休闲为主，结合文化故事线索，构建多
元跨界融合的复合型业态。

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还有一个“九头十
八巷”的别称，那是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的过
去，也是街区迈向片区或社区的未来。空间上，
街区还需要进一步保护修缮开发背街里巷，形
成连片式文化集群带；同时，它还需要时间，也
需要在地文化参与者一起发力内容的打造和
传播，形成更多新老共生的潮流地标。

历史文化街区的复兴是个复杂的过程，它不
应仅是城市更新和空间打造的一种整治方式，也
不是商业社会里的短期价值变现行为，它更多涉
及的是一个城市社会治理系统和修复系统，是对
多种利益相关方的统筹平衡，需要时间换空间，
需要陪伴式的渐进式规划。

深挖“在地文化”讲好本地故事
□本报记者 林爱玲

“莆田市历史悠久、文化厚重，
历史文化遗存丰富，传统格局和历
史风貌保存较好，地域文化特色鲜
明，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去
年 10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将
莆田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至
此，莆田市成为全国第 142 座、福建
省第 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近年来，莆田市以申报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为契机，持续加大历史
文化保护利用力度，努力保护好城
市历史文化遗产。

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历史
文化资源，孕育出了“海滨邹鲁，文
献名邦”。作为莆田历史文化名城
核心区组成部分，拥有 1400 年建制
史，凝聚着科举文化、民俗文化、家
国文化等地方特色的兴化府历史
文化街区是莆田城市发展、时代更
替的历史见证。

作为莆田申报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的重要条件和关键节点，2020
年 3 月，莆田市启动兴化府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修缮项目，改造修缮古
街沿街商铺、历史建筑等，以“修旧
如旧”原则，还原古街历史文化风
貌，并于 2022年国庆节正式开街。

跨越千年，“街”续文脉。2023
年 12 月 29 日，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
入选福建省第三批特色步行街名
单。这是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一
个月内相继入选“省级旅游休闲街
区”“旅游新业态创新发展典型案
例”“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秀案
例”后捧回的第四个荣誉。

走过 1400 年，今天的兴化府历
史文化街区光彩照人。在城市更新
的时代背景下，莆田以复兴历史文
化街区为钥匙，开启了“老莆田、新
艺文”的城市发展模式。

莆田市以复兴历史文化街区为钥匙，努力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展开城市更新的探索实践

跨越千年“街”续文脉
□本报记者 林爱玲 沈琳 通讯员 朱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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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里的醒狮文化馆游人如织。李炎 摄

节假日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 李炎 摄

工匠运用传统工艺修复老建筑。 （资料图片）

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里的牌坊 泪凯 摄

华灯初上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 （资料图片）

从千年古城到现代古街

宋太平兴国八年即公元 983年，兴化军署
衙从游洋山区迁到平原，治置莆田县，始筑兴
化 军 城 、谯 楼 等 。此 后 古 城 逐 步 形 成 外“ 罗
城”、内“子城”二重城垣分隔城市的格局。子
城的第一道大门，就是谯门，一般会搭建高大
的门楼，所以也叫谯楼。兴化古城郡治图中记
录着古兴化蜿蜒的护城河内，东西南北四个
城门环绕围城，民居以古谯楼为中心，棋盘式
布局，规整有序，山水点缀其中。

今天的莆田市以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为
核心区域，老城区大致保留了与兴化古城旧
地图中“子城谯楼+十字街”相似的格局，留有
以古谯楼为轴心的前后左右街道纵横，坐北
朝南传统空间格局，传有谚语“铜延平，铁邵
武，半铜半铁兴化府（又称石兴化）”。宋代城
壕、明清护城河、古城街道格局以及古下水道
等至今尚存遗迹。

古建，是凝固的历史。作为历朝历代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中心的古城区，街道和建筑物
相互定位与呼应，构成了城市的地图指南。

古宋城九头十八巷肌理里，文化脉络、宗
族里社、科甲传承历历可数：唐末宋初名士陈
仁壁居文峰宫前街，后称为文峰陈；陈靖是庙
前橄榄陈的开宗始祖；坊巷，宋代称“刺桐巷”，
是宋代莆邑名士之官宅府第群；南宋状元、龙
图阁学士、参知政事郑侨致仕后迁居于书仓
巷；入莆始祖郑氏后代散居英惠巷、金桥巷、大
度街、桃巷等地；“玉湖陈”自陈俊卿登进士第
之后，其后裔也迁居在城内善裕铺……

“从记事起我就住在这里，从前是五进的
大厝，每一进都有很高的门隔开，整个厝共有9

个天井，30多户族人住在一起，120间房，还有
独立的里弄名字，叫作‘铁树里’。”83岁的陈光
熹已经是住在大宗伯第的第六代传人。建于明
万历二十年（1592 年）的大宗伯第是明代礼部
尚书陈经邦的府邸，2009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至今还有 27户登记在册，它也是兴化
府历史文化街区活态传承的见证。

作为进士之乡，仅兴化府街区就走出了
明朝户部尚书陈经邦、清朝陕甘总督林扬祖
等 260 多名进士、2 名一品官、8 名二品官、14
名三品官。街区内现有各级文物建筑 18处、历
史建筑 20处。古民居聚落中，保存着大量民间
绘画、雕刻、装饰性工艺品以及精美家具、微
型庭院园林等。得益于宋时期发达的手工业，
兴化古街的商贸业长期活跃，让街区足以抵
御朝代更迭而保有旺盛的市井生命力。

历史文化街区是古文化的承载，也是新居
民的生活空间。现代化的古街区应该拥有怎样
的一种样貌？“历史文化街区的复兴，一方面需
要面对城市更新过程中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
刚性要求，另一方面也要满足文旅融合发展背
景下旅游经济对历史文化街区空间、功能等的
重构需求。”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副院长严龙华介绍，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重在
修缮保护与城市更新相结合、民生改善与街区
活化相促进，以“文化+旅游+传承”定位，塑造
街区作为城市核心区的历史文化“金名片”。

从悠远历史到身边故事

凡有坚固城墙的地方，军民就可以此为
屏，抵御外来者入侵。公元 983 年，35 岁的地
方官员陈靖为此捐出其城中私宅建兴化军
署，举家搬到兴化府城隍庙前的橄榄巷，即后

来的“庙前街”。陈靖平生重视农事，熙宁元年
（1068 年），宋神宗以其劝农奏议有功，追赠
“尚书左仆射”，在橄榄巷旌表立坊。

1000 多年后的 2022 年，兴化府历史文化
街区重建的“仆射坊”再现了这段历史。作为
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的历史证
据，那一座座牌坊，是文献名邦灿烂文化最显
见的遗存之一。

如今，9米多宽，8米多高，气派恢宏、雕工
细腻的四个全新的石牌坊分立在兴化府历史
文化街区坊巷、县巷头尾、庙前街。上刻名士
名臣、史学家、状元进士的文献名邦坊，呈现
莆田二十四景等自然与人文胜景的壶兰雄邑
坊，展现科甲联芳、寄寓吉祥如意的朱紫坊，
成为打开莆田历史的一把文化钥匙。

作为地方标志性建筑，谯楼曾是莆田人
登高览胜之地。清代邑人陈池养登上谯楼，作
七律诗赞誉荔城胜景：“岑楼作镇仰巍峨，百
里莆阳竟若何”。

随着历史的变迁，古谯楼的功能也不断
变化：民国年间，成为“民众教育馆”；新中国
成立后，先后作为“莆田县人民文化馆”“莆田
县图书馆”“莆田县博物馆”“莆田市博物馆”
办公地等，是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登上古谯楼，俯瞰城市的车水马龙。来到
古色古香的吧台，点上一碗盖碗茶，再到中央
戏 台 前 寻 一 处 位 置 ，听 老 者 讲 一 段 莆 田 故
事……莆田人正以新手法拥抱年轻受众审美，
为传统文化换上了时代“新衣”，探索传统文化
的现代化表达形式。

如今，古谯楼经过文物再利用被改造为
“莆阳书房”。莆田市智慧文旅有限公司总经
理周喆说，他们对古谯楼传统拓新，多元场景
化再升级，规划了茶饮区、文创产品区、演艺
舞台区、临展区、配套休息区以及“莆阳书房”
六大功能区，打造“谯见莆田”品牌，并通过不
定期举办阅读沙龙、朗读分享会、非遗研学等
活动，让古谯楼焕发新风采。

“时光巷”位于庙前街，原是莆田名士陈言
的宅第、莆田明代“国师”陈经邦的祖居，如今
主理人以用促保，将其布置成为以咖啡、书吧
为主的文创交流平台，凭借新中式庭院风格引
人打卡。位于衙后街的知青博物馆里，文字、图
片、图画、文物和复原的场景将时光带回知青
岁月；新建成的彭鹏祠堂莆作工艺美术馆里，
一件件莆田木雕、留青竹刻作品，集中展现了
莆田工艺精湛的技艺……

华灯下的古街，一副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
歌舞快闪、奶龙巡游、激光穿越、怀旧电影……
昔日破旧逼仄的老屋在光阴中成为过去，节假
日里一项项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街头巷尾轮
番登场，重新演绎历史街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匠人匠艺到烟火日常

小天井，红瓦片、门板桌、手作纸灯，咿
呀一声，推门，回家了——莆仙特色小吃“碗
角”主理人翁成伟在街区打造了一个家常小
吃店，用焖豆腐、荔枝肉、线面、海蛎汤等本地
菜“抚胃”八方食客，生意红火。

让自带“前世”记忆的古街与住户、商户、
市民实现多向奔赴，是《莆田市兴化府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规划》的出发点，也是街区修缮及
配套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的落脚点。

2020 年 3 月，在“修旧如旧”的保护修缮
前提下，街区按照原形制、原风貌、原材料、原
工艺等“四原则”，即采用旧砖旧瓦等材料，采
用传统的施工工艺按照建筑原有形制、风貌
或者恢复原有的建筑形制、风貌的方式进行
修缮。一期工程包括庙前、坊巷、后街、衙后、
县巷、大路 6 条古街沿街 540 间商铺的全面修
缮，共计修缮改造建筑面积 28733.66平方米。

街区中的穿斗结构、木柱墩接、柱础、雀
替、灰板壁、天井、埕、藤条、屋面扎口及花边
滴水、照壁、瓦钉墙、墙帽等古建构造，极具莆
仙古建特色。项目采用“抢救第一保护为主”
的修缮原则，请来本地专业木雕工匠、民俗专
家、文史学者等把脉细节，力求还原历史风
貌，彰显传统建筑特色。

在对违建或与街区风貌不协调建筑进行
拆除，对沿街立面进行改造提升，留住古街肌
理格局与风貌的基础上，对电线改造下地，雨
污分流，消防、夜景灯等配套设施进行完善提
升，街区消防还实现了无线感应、自动喷淋、
自动报警阀等技术创新。现代设施的建设让
古城“外旧内新”，方便了市民和游客。

“古街世代居住着本地居民，街区的翻新
也应该由老百姓自己来做决定。”莆田市荔城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林素银介绍，从政府征
收、回租经营、自主修缮三种腾屋收房模式到
修缮与居民生活并行的开放式工地，再到两条
修缮试验街段的评议，古街改造修缮的每一个
节点都与居民需求紧密互动，修缮后的整体风
貌十分自然，也得到了市民的普遍认可。

柯凤梅是莆田市博物馆原副馆长、文博
研究馆员，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莆田文物修缮
保护。她说：“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里的古建
筑是历史的见证者，它们承载了莆田的历史、
文化和艺术。”

柯凤梅退休后，和其他文史专家一起组
成团队，踏遍街区的每个角落。自街区保护修
缮那年起，她每周都会去街区跑两次。三年多
来，从房子建筑墙面的厚度、拱门排列的大小
到施工建筑的瓦舍铺设，她都和施工团队反
复敲定，尽量恢复其历史韵味。

从坊巷进入街区，一座新式兰亭坐落在
路旁，颇具民国风情的建筑时常让身着汉服
的爱好者在这打卡。“这座兰亭是我们在改造
过程中加入的，考虑到旁边是居民区，为了美
观和复原街区风貌，我们在设计时考虑让人
们的脚步慢下来，让商气、人气的聚集成为一
种可能。”柯凤梅说。

从空中俯瞰，街区成片砖红色的民居群保
留了当地双坡屋面贡银脊、民国四坡顶的风
格，走近细究，茶木色的沿街铺面古色雅致，瓦
钉墙、夯土墙、红砖墙、红砖石钉等原汁原味的
莆仙建筑元素，延续了街区的原有独特肌理。

一边与历史对话，一边延伸特色消费空
间，历史文化街区多了一份从容与松弛。在这
里，沿街商铺呈现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背街
巷弄里深藏着这里居民的“慢”生活。大路街
的阵头绣旗、布店，坊巷的吉打堂，衙后街的
马蹄酥摊……这些开了几十年的老店守着时
间，也守着老街烟火记忆。

从文旅融合到有机生长

莆仙戏选段、音乐会、十音八乐演出……
今年元旦以来，大路街崇功祠戏台每晚好戏
连台，由莆田艺术学校主办的“周周有戏，晚
晚有声”演出将常态化奉献精彩的文艺活动。

“《莆田市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里原本是没有戏台的设计，在实际施工中，我
们认为无事不戏的莆田，文化街区也应该要
有戏台，在规划崇功祠（莆阳民俗文化园）空
间面貌的同时，拆除了与历史街区风貌不匹
配的建筑，建了戏台和辟出大院埕，突出崇功
祠整体实用功能。”荔城区政协主席、兴化府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指挥部指挥长郑占林
说，从非遗演出、民俗活动到群众文艺汇演，如
今的崇功祠已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百姓舞台，
实现了传统生活方式、生活场景的现代演绎。

在整体环境打造上，街区通过增加街区绿
化水景，见缝插绿，在莆作工艺美术馆、衙后邮
局等空地区域活化利用边角空间和公共活动空
间，设置铜雕、打卡墙，保留部分骑楼、连廊等，
打造集组织、功能、环境于一体的微更新体系。

根据街、巷、路、坊的不同街区特点和业
态策划，眼下，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经营涵盖
了零售、餐饮、文化、娱乐等六大业态，凸显文
化、旅游、产业等多维融合。去年 4月，央视《非
遗里的中国（福建篇）》在兴化府历史文化街
区拍摄，荔城区活化利用街区古建场馆，在县
巷打造“莆阳百工坊”非遗一条街，引进莆田
非遗项目 25 个，设置莆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馆、莆田市非遗艺术中心、《非遗里的中
国》·记忆馆、莆田市非遗文化研学中心等四
大展馆，以实物、视频等方式进行非遗展示，
按照“文化+旅游+传承”定位顺势导入非遗、
文创、研学、演艺等新业态，通过工艺美术馆、
非遗研学中心和非遗文创体验平台等开展体
验活动，促进街区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

“元旦期间，我们每天能卖四五百个红
团，现场蒸都来不及呢。”陈煌歆在县巷经营
莆田非遗小吃红团店面，近年来，通过改良食
材，优化品牌包装与聚焦宣传，如今他的陈氏
红团已打出名气，成为街区一道常年俏销的
即食美食。

东阳饼、龙须糖、龙花担泗粉、皮雕、泥
塑、香道……漫步在街区，这些带着锅气和人
气的“非遗+工艺品”“非遗+特色食品”的不
断推出，为街区注入更多温度，推动非遗“心
间记忆”转化为“指尖经济”“舌尖经济”。据统
计，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去年“五一”、国庆假
期及今年元旦期间，累计接待游客超 150万人
次，已经成为莆田市文旅新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