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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合璧厝

今年“五一”假期，位于福州市长乐
区猴屿乡的华侨书院迎来了四面八方
的游客。人们在这座青砖外墙、内部是
传统木结构的古厝前拍照留念，听讲解
员介绍侨胞下南洋的故事，感受侨乡文
化的魅力。

像华侨书院这样中西合璧的建筑在
福州近郊并不少见。在仓山区的烟台山
马场街，一座青砖建筑掩映在绿树中。门
上的两个红色大字“忠庐”，便是这座建
筑的名字。和传统的中式建筑不同，忠庐
建筑主体为带有西式外廊特征的洋房，
内部为传统木结构，均等地分为五列（方
言称为“五直”），“每直”包含前厅、过厅、
天井和厨房。

“像这样外围砖墙呈现拱券门窗、西
式女儿墙的‘洋门脸’，内部结构却仍然
保留传统木结构特点的建筑，都称为‘洋
厝壳’。”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古厝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副教授钟艳介绍说，此类民
居的出现，与清末福州被辟为“五口通
商”口岸之一息息相关。开放之后，福州
形成茶叶、木材等大宗货物的集散地以
及全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随着
外国人的到来，西方文化与生活方式也
随之而来。

钟 艳 告 诉 记 者 ，20 世 纪 初 ，作 为
最 靠 近 福 州 城 的 老 仓 山 ，南 台 岛 乡 村
新 建 的 大 型 民 居 开 始 出 现 中 西 合 璧
的 建 筑 特 征 。现 在 仓 山 南 台 岛 地 区 仍
分 布 着 数 量 众 多 的“ 洋 厝 壳 ”，如 林 浦
村 的 林 浦 炽 大 厝 、义 序 村 的 黄 本 源 大
厝等。

口岸的开放，带来的不仅仅是建筑
形式上的变化，中西文化和思想也开始
碰撞与交融。

忠庐的后人应荣荣告诉记者，忠庐
的建造者许世光留学日本回来后，在马
场街为他的五个儿子建造了一座木构的
二层楼房，命名为“省庐”。1932 年，许世
光又在省庐旁边为他的五个女儿建造了
一座三层砖木结构的住宅，也就是保存
至今的“忠庐”。“这在当时极为罕见，他
不仅给儿女都建了房子，房屋‘五直’的
特殊构造也很好地说明了对每一个子女
的公平。”应荣荣说，不仅如此，许世光受
男女平等新思潮的影响，他的五个女儿
都接受了高等教育，投身于教育及医疗
事业。其中，二女儿许引明获得美国密歇
根大学生物学博士，曾任华南女子文理
学院生物系教授。

浓浓家国情

在古厝遍地的福州仓山盖山镇阳岐
村，一座两层的西式红砖建筑尤为引人
注目，这是爱国侨领颜子俊的故居。

这座侨厝也是典型的“洋厝壳”，建
筑外立面雕有越南文化元素的纹饰，前
部是西式外廊，内部却是传统木结构，正
厅带传统中式屏门、两侧为房间。

“‘洋厝壳’的兴起不仅受到福州及闽
江口岸贸易的影响，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
年代，从海外归来的华侨将更为新式的西
洋建筑样式传入长乐、福清等地。”钟艳告
诉记者，这个时期侨胞回乡建房，基本上
都融入了西洋建筑的元素，而藏在这些侨
厝背后的故事更值得记录和挖掘。

颜子俊的孙辈颜喜炳仍居住在老宅
中。老人告诉记者，他的爷爷是颜子俊的

四弟，名叫颜剑秋，打小就跟随哥哥在越
南做生意。后回到福州做生意，见阳岐水
好，便在这里“起厝”。颜子俊与其共同出
资，颜剑秋分 6间，颜子俊分 4间。

谈起自己的叔公颜子俊，颜喜炳滔
滔不绝。1902 年，颜子俊经同乡引荐，赴
越南西贡谋生。在越南经过十余年的打
拼奋斗，颜子俊在越南华商中稳坐头把
交椅。“九一八”事变后，颜子俊发动越南
侨商募捐，献给马占山将军和东北抗日
义勇军作经费，后来还捐赠两架飞机给
十九路军。抗战爆发后，颜子俊组织旅越
华侨节衣缩食支援抗战，号召华侨商店
每天节省两成饭菜钱作为救济金，每星
期收集一次，汇回中国，直到日军侵入越
南为止。

除捐助抗日战争外，颜子俊还将大
量个人财富用于回馈社会。1947 年，闽粤
两省发生粮荒，颜子俊带领越南华侨救

济总会募捐 3000 吨大米，并以监赈人身
份随运粮船回国，亲自发放赈灾粮食。

“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家国在他心中
分量最重。”颜喜炳说。

保护活化路

在文旅融合发展的今天，如何保护
和活化“洋厝壳”，讲好背后的故事？各方
都在积极探索。

近日，华侨书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
客人——来自猴屿华侨小学的学生们。
志愿者林英志向孩子们介绍，书院前身
是当地爱国华侨郑忠财的祖屋，因其心
系家乡发展，将祖屋腾出供乡里无偿使
用。在对这座民居修旧如旧的基础上，猴
屿乡政府将其活化为展示当地华侨史和
爱国情的一扇窗口。

“通过对这座侨厝的再利用，让更多
人了解当地侨胞的奋斗史和爱国情，也
成为游客喜爱的打卡点。”猴屿乡党委副
书记彭崇熙说，仅仅“五一”假期，华侨书
院接待的游客就超过两万人次。

与华侨书院相似，仓山区郭宅村将
百年老厝心远庐改建成郭宅博物馆，着
力讲好一个侨商家族的乡愁故事；位于
福州三坊七巷的刘冠雄故居现被省侨联
作为福建华侨主题馆，展示珍贵的侨批
档案、涉侨文物……

为了研究“洋厝壳”民居，钟艳等人
组成的古厝研究团队也未曾停下脚步。
他们的田野调查已开展多年，探寻、测
绘、记录这类型建筑，从南台岛开始，顺
着闽江流域一路向着入海口走访了营前
镇、首占镇、梅花镇，甚至摸索到腹地山
区的闽侯鸿尾乡。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洋厝壳’民居
大多是点状分布，鲜有大片聚集，除了一
些名人故居有较好的活化保护外，大多
数缺乏有效保护。”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古
厝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李云琦说，团队
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利用无人机摄影测
量、空间可视化等数字技术去留存建筑
原貌，并通过访谈的方式记录整理背后
的故事。

在保护的同时，团队也在积极与民
间力量合作，将一些“洋厝壳”进行活化
利用。在仓山区城门镇林浦村，古厝“鱼
牙房”的改造正在加紧进行，活化后的

“鱼牙房”将以文创咖啡空间的样貌出现
在公众面前。“希望这个试点成功，从而
形成可复制的样本，运用到更多的‘洋厝
壳’保护中，也为乡村振兴探索一种新的
模式。”李云琦说。

在福州近代传统建筑中，当地人将“以砖包木”形式出现的建筑称为“洋厝壳”。这些建筑不
仅是福州近代与海外社会交流的见证，更记录着闽籍侨胞浓浓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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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洁

▲古厝研究团队的学生在华
侨书院内测绘。 （受访者供图）

◀在华侨书院，讲解员向两岸
青年介绍侨胞故事。（受访者供图）

▼颜子俊大厝（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针对
美方官员近期接连发表诋毁联大
第 2758 号 决 议 权 威 性 的 言 论 ，炒
作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外交部
发言人汪文斌 15 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有关言论
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对历史的篡
改 ，对 国 际 法 和 国 际 关 系 基 本 准
则 的 践 踏 ，也 是 对 美 方 自 己 承 诺
的背叛。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
部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国际共
识。”汪文斌说，1943 年的《开罗宣
言》和 1945 年的《波茨坦公告》明确
规定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归
还中国，这些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
文件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
分，也在法律上确认了台湾是中国
不可分割的领土。

汪 文 斌 表 示 ，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二十六届联大以压倒性多数
通过第 2758 号决议，从政治上、法
律上和程序上干净彻底地解决了包
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
权问题，明确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一
个国家，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
位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唯一合法代表，不存在“两个中
国”“一中一台”。

他指出，美国是《开罗宣言》《波

茨坦公告》的签署方，在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中明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
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
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
领导人也多次承诺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但
近年来美方却公然质疑、曲解联大
第 2758 号决议，不断虚化、掏空一
个中国原则，大肆鼓噪台湾加入只
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联合国系
统，与美方作出的承诺背道而驰，是
在开历史的倒车。

“美方歪曲、诋毁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谬论，同日前美方公然宣
称要求加沙立即停火的安理会第
2728 号决议‘没有约束力’如出一
辙，都是美国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合则用、不合则弃的体现，
是霸凌霸道的象征。”汪文斌说。

他说，霸权和强权主导国际关
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任何国
家，包括美国在内，想要挑战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都是痴心妄想。在联大第 2758 号决
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前，美国就曾
抛出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妄图
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最终
沦为废案。

“今天，美国再要逆时代潮流而
动，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只
会遭到更大的失败。”汪文斌说。

外交部：

美官员诋毁联大2758号决议
是篡改历史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国务
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 15 日在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和平不要战
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分
离、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台湾主流民
意。是顺应民意、走和平发展的正
道，还是违逆民意、走挑衅对抗的邪
路，关乎广大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关
乎台湾发展前途，关乎台海和平稳
定，是台湾地区新领导人必须严肃
面对、明确回答的问题。

有记者问：临近“5·20”，大陆方
面对赖清德就职讲话涉两岸关系内
容有何预判？将如何应对？陈斌华答
问时作上述表示。

陈斌华指出，“台独”与台海和
平水火不容。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
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扩大
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两
岸融合发展，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新“执
政”团队中不少人“台独”色彩浓厚，
包括若干清单在列“台独”顽固分
子。有分析认为，未来一个时期“台
独”风险继续走高，台海形势将更趋
复杂严峻。大陆方面对此有何因应
措施？

陈斌华指出，一段时间以来，民
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
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指使纵容“台独”顽固
分子公然宣扬“两国论”，大肆勾连
外部势力谋“独”挑衅，蓄意挑动激
化两岸对立对抗，粗暴阻挠限制两
岸正常交流交往，不断推高台海形
势紧张动荡。

他表示，“台独”分裂背弃民族
大义、背离民心大势，严重危害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此，我们决
不容忍、决不姑息，决不会听之任
之。对涉“独”言行恶劣、谋“独”活动
猖獗的顽固分子，国家将出台法律

措施，依法严厉打击分裂国家、煽动
分裂国家犯罪行为。

陈斌华说，国家出台惩“独”法
律措施，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分
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台湾同胞。希
望广大台湾同胞坚守民族大义、顺
应历史大势，认清“台独”分裂的极
端危害性，坚决抵制、反对任何“台
独”分裂行径，以实际行动守护台海
和平稳定、维护自身安全福祉，与大
陆同胞携手共创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陈斌华答问时说，一段时间以
来，黄世聪、李正皓、王义川、于北
辰、刘宝杰等少数台湾所谓“名嘴”，
罔顾大陆发展进步的事实，蓄意编
造有关大陆的虚假、负面信息，并通
过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大肆传
播。他们的错误言论蒙蔽部分岛内
民众，挑动两岸敌意对立，伤害两岸
同胞感情，事实清楚、情节严重。大
陆方面将依法对上述 5 人及其家属
实施惩戒。

他指出，对恶的沉默和纵容，便
是对善的不公与伤害。舆论不是法
外之地。任何编造、散布谣言，扰乱
社会秩序，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有记者问：大陆海警船近期多
次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
动。有舆论认为，“2·14”恶性撞船事
件至今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大陆方
面此举是在向民进党当局施压。对
此有何评论？

陈斌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
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金门附近海
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是维护
相关海域作业秩序的正当之举。我
们对民进党当局无视大陆渔民生命
财产安全、伤害两岸同胞感情的粗
暴行径决不容忍、决不姑息。民进党
当局必须尽快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
同胞一个交代，否则一切后果由民
进党当局承担。

国台办提出“台湾地区新领导人
必须严肃面对、明确回答的问题”

近日，两岸青年
创业交流营在永定举
行。其间，23名两岸青
年通过参观、座谈等方
式，感受龙岩市的风土
人情，了解龙岩的产业
发展等，共叙友谊、共
话未来。图为在永定洪
坑土楼民俗村的振成
楼，两岸青年在听讲解
员介绍土楼情况。

本报通讯员
黄秋萍 卢烨 摄

近日，漳州台商投资区“台胞诊疗服
务区”“台胞健保服务站”正式在漳州第
五医院揭牌启用。这是漳州首个公立医
院台胞诊疗专区及首个县级公立医院台
胞健保服务站。它的设立将台胞健保核
退公证环节试点前移，实现“院内直办”，
为来往大陆及定居大陆的台胞提供更加
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

漳州是台胞的主要祖籍地，漳州台
商投资区是大陆台企密集的区域之一。
近年来，当地紧扣两岸融合发展主题，
持续完善对台服务，落细落实惠台利民
措施，打通台胞医疗保障服务的“最后
一公里”。

“现在大陆的医疗条件、生活条件越
来越好，在医保政策方面也给予了台胞
同等待遇，让我和家人少了后顾之忧。”
台胞林先生近几年来定居在漳州，为了
身体的健康保障，从 2022年开始，在漳州
台商投资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每年缴
纳 330元医保费。

“我患有糖尿病，2022 年度门诊就诊
用药费用 3655元，由于有医保，直接报销
了 2516元。于是我就继续参保，每年都报
销了几千元，减轻了我的经济负担。”林
先生高兴地说。

与林先生一样，居住在漳州台商投
资区侨兴社区的台胞郑先生近三年也都

参加城乡居民医保。郑先生说，去年一场
突如其来的大病让他住进了漳州第五医
院，住院治疗共花费 7455 元，但是医保
直接报销了 5072 元，让他感受到大陆医
保的普惠和便捷，“幸好我有参加大陆的
医保”。

“之前不少台胞生了病就会回台湾
治疗，现在他们更愿意留在大陆就近问
诊。越来越多台胞向我咨询医保、优惠政
策等。”台胞医保专窗的工作人员张艺萍
介绍，在台商投资区工作生活的台胞，只
要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
大陆通行证，就可以参加台商投资区的
职工医保或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后享受
与本地参保人同等待遇。

据统计，2022—2023 年，共有 17 人
次 的 台 胞 办 理 医 保 费 用 报 销 ，总 费 用
35464 元 ，报 销 额 17844 元 ，报 销 比 例
50.32%，有效减轻了台胞的经济负担，让

他们安居乐业，无后顾之忧。
漳州市医保中心台商投资区分中心

副主任李建华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以台胞
台企需求为导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医
保服务，提升台胞的获得感、幸福感。

“健保核退公证环节和健保核退手续
在漳州第五医院就可以直接办理，为我们
解决了在大陆就医医疗费用回台湾报销
等一系列问题。”台胞张先生开心地说。

近年来，漳州市医保部门聚焦参加
台湾地区健保的台胞在漳就医“难点”

“痛点”，重点解决其在大陆就医医疗费
用回台报销“路途远、手续杂、期限久”等
困难。但台胞住院 5 日以上（含 5 日）医疗
费用的健保核退结算事宜，仍需要台胞
本人出院后先在大陆办理公证手续，拿
到公证书后再回台办理后续事宜，步骤
多、流程杂、耗时长。

为此，漳州市医保中心台商投资区

分中心联合相关部门，打通信息壁垒，在
全市首创推行“医保+公证”服务，推动台
胞健保核退公证环节试点前移至医院
内，于今年 4月在漳州第五医院内挂牌成
立“台胞健保服务站”，将台胞健保核退
公证环节试点前移，实现了“院内直办”，
为来往大陆和定居大陆的台胞提供更加
便捷、温馨的医疗服务。

李建华介绍，台商投资区医保创新
“四三二一”服务模式，即医保、医院、公
证、邮政四部门联动，在入院、在院、出院
三段期间提供全流程服务，台胞可在台
胞健保服务站一站式办结健保核退、公
证两个事项。

下一步，漳州市医保中心台商投资
区分中心将以台胞健保服务站为据点，
与台胞居住、就业的企业、村居等建立联
动，主动上门服务，以点带线，织就服务
网，为更多台胞提供快、准、优的服务。

安居又乐业 台胞有“医”靠
□本报记者 萧镇平 黄小英

本报讯（记者 刘深
魁 通讯员 景妍） 近日，
福建首个设立于高校的
台湾居民出入境服务站
在福建理工大学揭牌。

福州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有关负责人介绍，台
湾居民出入境服务站将
为台湾同胞提供便捷证
件办理、快捷通关和台胞
证“网上申报”“口岸申
办”“集中代办”等服务，
打造一站式出入境政策
咨询和服务平台。

福建理工大学是我
省引进台湾教师最多的
院校之一。该校台湾教
师张胤唯表示，以前办
理台胞证等证件需要到行政服务中心或派
出所，如今在服务站就可以预约办理，不仅
省时省力，提高了效率，而且服务站还会定
期举办讲座，对大家了解政策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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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届
“医心医路·同
心 同 行 ”常 住
大陆台湾医师
研习营近日在
厦 门 、漳 州 举
办，近 50 名台
湾 医 师 、医 学
专业学生走进
基 层 ，开 展 义
诊服务。

本报记者
吴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