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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先行留乡愁

传统建筑，文化古韵。土楼是永定凝固的历
史和文明的见证，永定传统历史风貌建筑中 90%
以上皆为土楼，修复土楼是永定保护传统村落的
核心关键。

双手紧握夯杵，一下又一下地捶击墙模中的
土料，在沉闷而富有节奏的夯击声中，土料黏合
得密实坚硬……在永定土楼景区的土楼营造技
艺展馆外，首批国家级非遗土楼营造技艺的传承
人徐松生正向游客展示夯土技术。

夯土是新建土楼至关重要的一步，但在从事
土楼修建近 60 年的徐松生看来，土楼的保护比
新建更具门道。

位于永定下洋镇初溪村的集庆楼是初溪土
楼群中最大的圆形土楼，集庆楼的内通廊设置有
不同方向的外挂楼梯，以便各户上下，这是客家
土楼中的孤例。然而，就是这样一件珍贵的“孤
品”，在 2001年时却面临即将倒塌的风险。

挑梁腐朽折断，墙体严重变形，72 架楼梯残
损歪斜，510 根立柱全部倾斜……这是徐松生接
手修复集庆楼时楼体的情况。由于土楼靠榫卯结
构连接，矫正一根立柱似有千斤力在相阻，稍有
不慎便会造成二次损毁甚至威胁人身安全。经过
许久思考，徐松生采取先另立旁柱、锯断横檩，阻
断向心压力，再更换或矫正立柱的方法，最终将
500多根柱子尽数修复。“修复土楼需要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和千锤百炼的精湛技术，无论是选择
修复材料还是确定技术方法，都要秉持修旧如旧
的原则。”徐松生说。

集庆楼的成功修复是永定大力保护修缮当
地传统历史建筑的生动缩影，在土楼申报世遗成
功后，永定更是将传统村落保护置于高位推动，一
栋又一栋的历史风貌建筑在永定重现往日风采。
据永定区住建局局长林茂月介绍，永定公布了历
史建筑名单 354处和传统风貌建筑名单 993处，目
前已完成 138处公共传统建筑的保护修缮。

永定土楼多、分散广，除 23 座本体楼之外，
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非世遗”土楼有 1259
处。仅靠政府，保护工作恐难尽善尽美，发动群众
势在必行。

但一方面，“靠政府”思想在村民中仍普遍存
在。另一方面，大部分土楼都是祖产，住户间产权
不清晰，修缮经费分摊困难，拥有产权但未实际
居住的村民对修缮更是缺乏积极性。

为扭转局面，从线上宣传到线下分发小册子，
从在村民圩天赶集时集中引导到进村入户重点突
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永定区住建局多管齐下，
在思想上增强了村民对本村历史文化的敬畏感。

此外，一栋土楼内多为一族宗亲，客家人拥
有深厚宗族观念和宗亲认同感，盘根错节的宗亲
关系既是“系铃手”，也是“解铃人”。为发挥宗族
作用，土楼内成立了理事会，出现矛盾时，族内德
高望重者便会出面调解，经济宽裕者主动提出承
担更多修缮费用或是替经济拮据者出资的情况
也不在少数。

思想工作要做，物质补贴也要适当给予。永
定区住建局实行“以奖代补”制度，对屋面维修经
验收合格的，给予适当奖励。永定区住建局副局
长张洁说：“通过以奖代补，选出了土楼保护的典
范，这些典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的群众，越

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主动修缮。”
有人住，有人养，土楼才能千年不坏。修旧如

旧虽为第一原则，但土楼的居住属性明显，需要
适当现代化提升以优化居住体验。依托世遗土
楼，永定撬动了一系列项目建设，包括为土楼增
设厕所、厨房等现代设施，改造供电供水系统，实
施土楼群消防工程项目、道路改造、河道清理、村
庄环境美化等，在保存乡土气息的前提下，综合
提升了人居环境品质，传统村落整体风貌越发和
谐统一。

修缮保护带来的积极影响，原住民感受最为
强烈。渐渐地，保护土楼从“要我保”变成了“我要
保”。“土楼王子”振成楼的楼主林日耕说：“以前
楼内蜘蛛网随处可见，楼外垃圾堆满河道，现在
山清水秀，我们住得更加舒心。土楼在，客家人的
根就在，珍惜爱护土楼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

文化传承筑根魂

如果说山川河流搭建了传统村落的骨骼架
构，建筑民居生成了传统村落的皮肤肌理，那么
在漫长演变中逐渐汇聚起的传统文化则滋养了
传统村落的灵魂血肉，这些乡土文化承载着华夏
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需要代代守护。

锣鼓声声震天响，山歌相和传古韵。永定土
楼景区里，振成楼里外挂满大红灯笼，悬挂于顶
上的红色幔纱为振成楼簪上了一朵喜庆红花，在
一片花团锦簇中，身着华丽中式婚服的新娘手执
喜扇轻掩面容，款款走向等候她的新郎，新人在
满堂宾客的见证喝彩下礼成完婚，一场别开生面
的沉浸式客家婚礼体验仪式在振成楼上演。

今年“五一”，永定土楼景区推出“土楼有喜”
客家婚宴沉浸式主题活动。在婚礼现场，游客不
仅可以品尝客家长桌宴，还可以欣赏客家山歌、
簪花秀、非遗文化提线木偶等一系列表演。

一场融合了客家风俗和非遗文化的中式婚
宴，是永定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例证。永定
现有 5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7 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以及 38 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
中客家土楼营造技艺、十番音乐等国家级非遗常
态化在土楼景区开展演艺活动。

民俗演出和非遗表演是永定吸引游客的拿
手好戏，但只出现在景区表演中的文化缺少灵
魂，客家文化之所以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于其
已融进客家人的生活百态。

“ 陈 东 四 月 八 ”“ 湖 坑 作 大 福 ”“ 抚 市 走 古
事”……在永定，非遗民俗活动俯仰皆是，每逢节
庆，海内外乡亲齐聚一堂，热闹程度更甚春节，编
织出热烈鲜活的乡村生活图景。这些承载着客家
人记忆的民俗文化增进了群众的凝聚力，促进了
邻里的和谐团结。

薪火相传重在传承，即使走过千百年，那些
经岁月磨炼后的优秀传统文化依然在年轻一代
中熠熠生辉。

“历史家训重廉洁，今朝再诵扬家风。”5 月 6
日，上杭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六年级共 400
多名师生走进永定湖坑村的庆成楼，重诵客家家
训。客家先民在多次迁徙中砥砺出客家精神，常
以楹联的形式镌刻、张贴在他们居住的土楼门框
及厅堂墙上。庆成楼内集中展陈了永定人口排名
前 60 位姓氏的祖训家规，楹联匾额、家训故事、
客家俗语，家训馆内展陈形式丰富多样，家训教

化氛围浓厚。
在永定，有不少像庆成楼这样被改造为传统

文化展陈馆的土楼。近年来，围绕“薪火相传”的
保护利用模式，永定实施“文化进土楼”工程，以

“一楼一景致、一楼一特色、一楼一主题”为理念，
打造了家训馆、家风楼、婚庆馆、忠诚馆等一批主
题多元的文化展陈馆。这些土楼已经成为龙岩乃
至周边地区中小学校开展研学的热门场所。在体
验造纸工艺中创作属于自己的非遗作品，在近距
离观察土楼中探究土楼建筑的奥秘，在中药小课
堂里辨草药嗅药香，在学习竹编制作灯笼中了解
初溪村先人的发家史……永定土楼规模庞大，客
家文化丰富璀璨，结合碰撞之下，涌现出多种多
样的研学课程。

此外，永定还结合当地的红色文化，推动了
90 处历史建筑和红色文化遗存“非世遗”土楼的
保护利用。如虎岗、高陂、金砂等乡镇下辖的诸多
村落留存着许多与中央红色交通线有关的历史，
通过提升中央红色交通线旧址、完善牛牯扑红色
教育基地、推出红色题材文艺作品、研发红色旅

游精品路线等方式，永定还原其所承载的历史，
传承红色文化精神。

客家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在永定交汇
融合，塑造了永定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体
系，赋予了永定传统村落生生不息的力量。

产业兴旺引人来

土楼的白天和夜间完全是两副面孔。白天，
初夏温度渐升的空气包裹着古朴的青石和砂土，
土楼就像饱经风霜但精神矍铄的老者，粗粝且挺
拔。原住民摇着蒲扇小憩，游客轻声慢步。夜幕降
临之时，流光溢彩的灯光照亮河畔点亮古树，振
成楼的外墙成为展示裸眼 3D 光影秀的巨幕，土
楼的故事在灯光变换中接连上映，但最吸睛的当
数环兴楼里的一出江湖好戏。

2020年，永定土楼景区与腾讯合作，引入《天
涯明月刀》游戏 IP 进行数字化文创内容创作，项
目包括“天刀”沉浸式剧场、华服旅拍、国风民宿、
特色餐饮、旅游文创等多元业态。每晚，天涯明月

刀沉浸式剧场会在环兴楼演出。实践证明，百年
巍峨的土楼与刀光剑影的江湖相得益彰。去年，
该项目获评 2023 年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示范
优秀案例。

引进“天刀”项目是一次突出土楼古色古香
特质的既谨慎又大胆的尝试。项目依照“修旧如
旧，尊重原貌”的原则，对环兴楼进行提升。特地
保留了环兴楼火烧的缺口，将其建设成土楼观景
台和月亮景观，保持建筑完整性，留住历史厚重
感。永定区文旅局副局长樊俊娇说：“土楼活态利
用需要大胆创新，但一定要保留原汁原味的客家
文化。”

“古”是土楼的外在，“住”是土楼的内核。永
定还打造了独特的土楼民宿群。目前完成了南江
村朝阳楼、东昌楼、洪坑村昇恒楼、南江村南兴
楼、新南村长源楼等民宿改造。民宿房间保留了
土楼裸露的墙面，传统农耕器具的布置也融合了
耕读文化与现代艺术，住客能亲手触碰建筑肌
理，体验浓厚的乡村文化。

论及传统村落的开发，发展旅游常被认为是
一把万能金钥匙，但对于延续农耕文化千百年的
传统村落来说，在发展三产之外，做大做强一产、
二产同样重要。

在水稻、烤烟等传统农业的基础上，永定引
入了洋多千亩辣椒种植基地、实佳规模化蛋鸡养
殖基地、湖坑江昊农业园、大溪乡特产农业产业
化、初溪水稻特色农业、下洋特色牛肉产业等项
目，培育了 19 件拥有地理标志的农产品。推进一
产增效的同时积极发展二产，永定在中国传统村
落实佳村因地制宜开展新能源风电生产，为古竹
乡引入光伏发电项目，实现二产三产有机融合，
壮大集体经济。

此外，为避免传统村落在保护利用过程中出
现产业方式单一、同质化现象，永定还通过跨村
联建模式让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由“单兵作战”变
为“抱团发展”。在跨村联建模式下，资源和定位
相似的村庄打破地域局限，强村带弱村，在产业
发展上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由“争资源”走向“共
资源”。通过这一模式，永定串点成线、连线成片，
创建了世遗传承集中连片示范区、红色传承集中
连片示范区、华侨反哺集中连片示范区、乡村振
兴集中连片示范区 4 个集中连片示范区，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保护成效更加显著。

产业多元兴旺，吸引了老居民的回流和新居
民的入住。近 10 年，仅洪坑村人口就由 1000 多人
增加到 3500 多人。开民宿、做导游、干餐饮、卖特
产，越来越多的村民回乡创业。林日耕的儿子和
女儿都在前些年回到洪坑，当起了导游，开起了
饭馆。林日耕说：“从前我们由农村走向城市，现
在是从城市重回农村，上世纪 90 年代的洪坑村
没电没路，说是最穷的小山村也不为过，如今村
民们在家卖特产日子过得也不错。去年仅我们振
成楼就吸引了 500多万游客，今年会越来越好。”

2023年，永定接待国内外游客 917.18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90.28亿元，较2022年分别增长57.3%
和62.0%。其中，传统村落接待游客超过三分之二。今
年春节期间，接待游客101万人次，同比增长46%。

入选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区既
是肯定，也是激励。下一步，永定计划实施 25 个
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项目，总投资 4.11 亿
元，主要包括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人居环境整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制作传统
村落数字影像资料等。

永定探索永定探索““世遗未遗世遗未遗、、土楼不土土楼不土、、宗族齐心宗族齐心、、
薪火相传薪火相传””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模式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模式，，保护保护
乡乡土土文化文化，，留住乡愁留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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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近日，财政部、住建部

公布了2024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名单，龙岩永

定区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永定已成功申报中国传统村落 19

个，省级传统村落21个。

保护乡土文化，留住乡愁古韵，就是守住我们的精神家

园。近年来，永定积极探索“世遗未遗、土楼不土、宗族齐心、薪

火相传”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模式，护住乡土，留住乡亲。

核 心 提 示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农业是中华民族产
生、繁衍和发展的基础，中华文化以农耕文明为根，
传统村落孕育于农耕文明之中，是农耕文明的“活
化石”。但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农耕文明式微，传统
村落衰败，保护和利用传统村落迫在眉睫。

传统村落既要“保”，也要“用”，但二者之间不
可避免地存在矛盾。“标本式保护”抹杀文明的活
力，“破坏式开发”伤害文化的根本。在摸索保护和
开发间的平衡点上，永定不断尝试，以用促保。

保护不应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僵化式
保护，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永定，世遗土
楼——23 座土楼“本体楼”被严格保护，只对其
进行修复，不做改造。而对“非世遗”土楼则在
保持风貌协调的前提下适当改造，满足现代需
求，同时根据各楼特点有针对性地引进产业项
目，将土楼的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传统村落的开发也极易陷入过度商业化的
陷阱，出现“见村见物，却不见人、不见生活”的

现象。但走进永定土楼，没有千篇一律的造景元
素，没有别扭违和的外来文化，有的只是土楼专
属的文化标识和原住民自带的“烟火气”，这里
不是冷冰冰的商业景点，更像温暖鲜活的家。

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道阻且长，永定虽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为传统村落在当代开辟一条
可持续发展之路，永定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只永定，赓续农耕文明、延绵中华文化更是所
有古村落需要深耕的时代课题。

以用促保 古村振兴
□本报记者 徐士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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