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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 3月 10日下午，福州市委、市政府在
林觉民故居召开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建立了惠
及长远的“四个一”机制，为福州这座美丽古城保
住了文脉、留住了乡愁。30 多年来，福州坚持

“全域推进、分类保护、活化利用、传承弘扬”，以
一街区一特色、一院落一故事、一店铺一业态的
形式规划引导，打造富含文化底蕴和现代特色的
活力街区，构建起全市域、全体系、全要素的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格局。

今天，自屏山脚下出发，过冶山、经三坊七
巷、到上下杭，跨闽江，直至烟台山——一条城市
中轴线不仅浓缩着福州7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积
淀和 2200 多年的建城史，更呈现着历史文化融
入现代生活在不同语境中的创新表达。

修旧如旧，留古调神韵
“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是时间

为这片历史文化街区酿出的气韵。
作为福州古厝的名片和最具代表性的坊巷

建筑，三坊七巷起于晋，完善于唐五代，至明清鼎
盛，为国内现存规模较大、保护较为完整的历史
文化街区，被誉为“里坊制度活化石”“明清建筑
博物馆”，基本完整保留了唐宋“鱼骨状”坊巷格
局，每年吸引上千万游客。

在这里，厚重的历史文化源流，以一座座古
建、一片片砖瓦、一组组灰塑为承载，从时间深处
裹挟着朴素而热烈的文化情感奔涌而来，并由此
促成一段特别的文化缘分。当记者以游客身份
咨询讲解服务时，被工作人员邀请到了文化讲解
志愿者的队伍中。这位志愿者是从事古厝活化
利用研究的福州市委党校统战理论与文化教研
部副教授王赣闽。

文化讲解志愿者，是福州发挥市民力量参与
古厝保护的缩影。2010 年，福州名城文化讲解
志愿者服务队正式组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不
乏坊巷老居民，以三坊七巷、上下杭和梁厝等街
区为平台，结合特长开展个性化讲解，成为人们
了解闽都文化的独特窗口。

“三坊七巷保存了 200 多处古建筑，保存较
为完好的明清建筑就有159处，其中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15 处。我身边很多人都在讲，现在
看到的三坊七巷比小时候更古老了。就是因为
它秉承‘修旧如旧’，恢复了很多老建筑和院落，
包括福州老式民居‘柴栏厝’。”对历史文化的热
爱吸引王赣闽成为志愿者，又促使她把古厝保护
修复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三坊七巷古建筑壁画保护修复工程曾荣获
“全国十大文物维修工程”。在二梅书屋，第一进
的灰塑就非常丰富，有“喜上眉梢”“双喜临门”“文
王访贤”等内容，几位游客看得入迷。

“修复团队将文物实存的原真性保护和文物
基因的原真性传承作为突破点。采用各种技术
手段，抢救每一处残片、每一段覆盖层下的遗存，
进而对其展开深入研究，总结其特征规律。历经
10 年求索，大量损毁严重的壁画灰塑得以保
护。”在王赣闽看来，壁画灰塑代表着宅院主人的
处世哲学和价值取向，是福州古建的灵魂。

按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和“镶牙式”
“渐进式”“微循环”“不间断”的步骤，三坊七巷修
复总面积约 26 万平方米。福州还开设砖厂，对
砖、石、瓦、木、石灰等古建筑传统材料定制应用，
保留传统文化记忆。

走过宫巷正在修缮的沈葆桢故居门前，几名
匠人全神贯注地修复大门局部细节，只为生动再
现有着约400年历史的建筑原貌，将保护修缮“最
小干预”和“慢工出细活”体现得淋漓尽致。

守护“根”与“魂”，激发“活”和“用”。福州市
政府部门已累计投入400多亿元，保护修缮三坊
七巷、上下杭等 500 多处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
筑及各类预保护建筑，辐射带动集中成片保护。
成立市属国有企业古厝集团，累计投入自有资金
约 106 亿元，开展朱紫坊、南公园等的保护利用
和运营管理。

活化新生，显张弛有度
在现代城市的主城核心区打造独具特色的

历史文化空间，为多元业态创造开放包容的
舞台，让历史文化街区保持活力、创造力和
文化魅力。福州，有着自己的思考。

1月 6日上午，《笔醒山河》严复主题沉浸式
戏剧在三坊七巷首演。慕名而来的观众在闽剧
演员的生动演绎下，穿越波澜壮阔的时光隧道，
回顾严复倡导变革、寻求真理的一生，感悟闽都
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人文精神。

推动文旅融合，用好历史文化名人资源这一
重要的文化遗产打造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福州
下出“先手棋”。

以三坊七巷为例，这里曾先后走出林则徐、
沈葆桢、陈宝琛、严复、林长民、林觉民、冰心等历
代名人。持续挖掘文化名人内涵，一系列独具特
色的福州文旅IP走入公众视野——

林则徐纪念馆在以常设展览宣传禁毒的同
时，推出体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展；始建于明万
历年间的水榭戏台常态化举办福州闽剧、评话、
伬艺等非遗表演；严复故居推出 VR 云游览、数
字纪念票、古厝实景剧本杀等沉浸式体验项目。
街区还先后落成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苑、
海上丝绸之路展览馆等公共文化空间。

而着重引入调性相符的文化业态，是让游客
留下来、消费留下来的关键。

漫步于三坊七巷，南后街的喧嚣与坊巷的安
静相得益彰，来到这里的游客总能寻得一种文化
的契合：同利肉燕、永和鱼丸等老字号，从味蕾开
启传承之旅；隐藏于坊巷间的麒麟书局、无用空
间，不定期举办人文摄影展、分享会；书香文儒、
聚春园驿馆等特色鲜明的酒店客栈，既丰富了客
人文化体验，又增加了坊巷24小时的烟火气……

福州市三坊七巷保护开发运营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颖介绍，非遗资源是街区文化展示及创
意开发的重要载体和旅游吸引物。目前，三坊七
巷街区已入驻商户 200 多家，文化类业态达到
60%以上。在围绕书局、佳肴、旅舍、博物、展示
等文旅融合业态布局的同时，着重引入能够展示
福州传统文化、福建非遗文化的业态，形成了可
推广的“古厝+非遗”模式经验。

闽江北岸，三捷河水映商荣，上下杭历史文化
街区是闽商发祥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有

“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美称。上下杭厚植非遗文
化，成为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业态的重要聚集地，
对引进的非遗项目落实政策优惠、租金补贴，同时
将非遗文化植入会馆文化，创建独立市集品
牌——杭肆云集作为线下非遗展销平台，推动假
日经济和夜色经济，全链条增加非遗经济效益。

深化文旅商融合，发挥民营企业优势，出新
出彩打造夜经济，则让历史文化街区和风貌区激
活自我造血机能。

“苍山烟霞，高丘低江。”闽江南岸，入夜的烟
台山历史风貌区，年轻人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
集。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入驻了约 200 个极具
时尚个性的品牌商户，艺术与商业的深度链接，
商圈的交互性和潜在氛围感被最大激活，形成撩
人的夜经济场域。

面对街头艺人管理难题，烟台山给出的答案
是在亭下路、佛寺巷、盐仓等点位设置专门演出
区域，常态化邀请街头艺人表演。2023年夏天，

“夜游烟山”活动实现夜间客流量提升 107%，商
户总体销售增长24.38%，十余家新品牌入驻。

仓山区烟台山管理委员会在总结片区城市
更新历程时特别提到，在招商过程中，充分发挥
民营企业运管灵活优势盘活老建筑，以年轻招商
团队、年轻人业态吸引年轻人，引入本土特色店
主，展开在地传统文化相关业态经营。

目前，三坊七巷、上下杭、烟台山均创建为国
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不同的文化表
情和商业气质，犹如一块块珍贵的人文拼图，共同
完成着福州极具生命力的历史文化表达与呈现。

古今辉映，写城市未来
住建部城市设计专家委员会委员、福建理工

大学教授严龙华一直在探索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融入当代城市生活的路径。他长期专注于福州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更新，主持大量重大项目规

历史城区保护更新
的福州实践

●推动文旅融合，用好历史文化名人资源这一重要
的文化遗产打造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挖掘文化名人
内涵，打造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福州文旅IP

●围绕书局、佳肴、旅舍、博物、展示等文旅融合业态
布局的同时，着重引入能够展示福州传统文化、福建非遗
文化的业态，形成了可推广的“古厝+非遗”模式经验

●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入驻了约200个极具时尚个
性的品牌商户，艺术与商业的深度链接，商圈的交互性和
潜在氛围感被最大激活，形成撩人的夜经济场域

●在招商过程中，充分发挥民营企业运管灵活优势
盘活老建筑，以年轻招商团队、年轻人业态吸引年轻人，
引入本土特色店主，展开在地传统文化相关业态经营

●今天的福州，实现了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
护利用的“五种活用助发展”，即助力产业发展、数字文
创、乡村振兴、非遗传承和教育实践，让“有福之州”更好
造福人民群众

福州坚持“全域推进、分类保护、活化利用、传承弘扬”，持续打造富含文化底蕴和现代特色
的活力街区，构建起全市域、全体系、全要素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格局

活化新生，千年古厝从时光中走来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马晓婷

划与设计，包括三坊七巷、朱紫坊、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等一系
列遗产保护与活化工程。

面对当前历史文化城区保护更新的热潮，如何避免打造千
篇一律的城市面孔？“在保护再生中，我们特别需要认知其差异
性，通过差异性的发现与重塑，拉开不同历史文化街区的体验感
知，以展现历史街区从历史走向当代、迈向未来的脉络关系，体
现保护、延续与发展。”严龙华着重提到了城市连接的概念，通过
把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一个整体作品再创作，重塑名城文化
个性，提升城市身份认同。

在这个过程中，规划起着重要作用。20世纪 90年代，福州
在全国率先启动制定《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并不断
以顶层设计实现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引领。

尤其在业态规划上，《福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国有文物保护单
位使用管理办法》《福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国有房产租赁管理办
法》规范了准入门槛和退出机制，对鼓励引进业态和禁止引进业
态的划分细化到一条街一个坊。明确中华老字号企业、不同级
别非遗传承人及传统文化业态入驻，可享受不同租金减免，相应
开放80%以上空间作为文化展示和体验区域。福州油纸伞制作
技艺传承人严磊就受益于租金减免政策，告别摆摊，在三坊七巷
开起一家“福伞”门店。

今天的福州，实现了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
“五种活用助发展”，即助力产业发展、数字文创、乡村振兴、非
遗传承和教育实践，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人民群众。

——安泰河畔的朱紫坊，依托古厝亮出“府院金融”新名片，
建成福建首个省、市、区三级共建的基金集聚区，基金规模达
1230多亿元，助力现代服务业发展。

——以三坊七巷、上下杭、烟台山等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区
为核心，福州将打造“城市中轴线文创集聚廊”，加快形成千亿级
文创产业集聚。

——在历史文化中轴线与闽江山水廊道交汇的核心区域，
创新打造“闽江之心”城市会客厅，以大项目带动大旅游，闽都文
化与现代活力交汇碰撞。

2023 年，福州市获得首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
奖）。从“保”下来到“活”下来，通过持续不断的“积极保护、整体创
造”，重塑历史文化名城整体空间独特性与强烈的文化景观个性，
福州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东方城市的传统美学风采，也彰显着历史
城区活化利用的当代人文价值，带来绵韧持续的发展动能。

“福州是有福之州，福州人是有福之人。”古厝里的三角梅，
绽放得愈发浓烈。

强化顶层设计，延展城市未来
马晓婷

岁月在榕树的年轮里流动，福州的故事讲不完。
吸引游客到福州的理由有很多：探寻悠悠坊巷、品读

“海丝”遗韵、触摸历史烟云，或是乘“福”舟登“福道”，走进
“闽江之心”感受时尚脉动……细看这些新的消费热点和旅
游打卡地，无不与福州历史文化城区活化利用有着千丝万
缕的关系。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正因为福州将
其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的方方面面，我们才得以
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八闽大地上的生动呈现和福州人
由衷的自豪。福州经验中，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充分发挥居民力量，一些成熟模式可以借鉴。

民营经济发达，像绿水青山一样是福建的骄傲。思维
的活跃和向“新”求“质”的韧劲，激励着福州以更新思路、更
实举措推动历史城区保护更新。业态培育虽需要时间，但
客流是不会出错的“点评人”。

当我们谈论历史时，也在谈论当下和未来。今天的城
市竞争更是顶层设计的竞争。要加快顶层设计和制度创
新，厘清近期和远期目标，形成历史城区活化利用可推广的
经验，将提炼的文化要素和精神力量服务于城市发展的全
过程、各领域，让人文与经济相得益彰。

坊巷安静的古厝院落里，脚步坚实落下的瞬间，可以听
到石板和木制楼梯从时光中投来的回声。这是一种勉励，
提醒我们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始终怀有“珍爱之
心、尊崇之心”。

记者点评

■烟台山的街头表演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梁 睿 摄

■三坊七巷内的书店，打造出休闲文化空间，带来
艺术文化新消费。 马晓婷 摄

■三坊七巷内人流如织。梁 睿 摄

■三坊七巷保存了200多处古建筑。

1月的福州，榕树亭亭如盖，历史鲜活地生长在枝头。坐
落于主城区的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马鞍墙随着院落一
进进排列，高低错落的飞檐伸出宅外。从高处俯瞰，屋顶
肌理如闽江滔滔的江水，又如八闽大地上连绵的丘陵，
白墙黛瓦的律动之间，居民和游客在传统与现代交织
的韵脚中游走。古厝新生，神韵未改，郁郁文脉，从
时光中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