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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范長江行動
香港傳媒學子福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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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實習記者 周世駿、邱子斌、盛宇晨、馮一笑福州報道

福建福州城有着2200多年歷史，三坊七巷就位於這座古城的中心，由三個坊、七條
巷和一條中軸街肆組成，是福州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核心組成部分，也是閩都文

化的 「根」 與 「魂」 。不過，這片人傑地靈的寶地，曾經面臨被破壞的風險，但最終被
保留下來了。從 「保下來」 到 「活起來」 ，這座古老的歷史文化街區煥發愈加奪目的時
代光彩。7月4日， 「2024范長江行動福建行」 的香港傳媒學子們走進三坊七巷，了解這
片古老街區的保育修復，以及在新時代重煥光彩的故事。

掃一掃有片睇

掃一掃有片睇

今年，是中國近代著名啟
蒙思想家、翻譯家、教育家嚴

復誕辰170周年，香港傳媒學子走進三坊七巷，回望
嚴復。

沿着南後街向南不遠，左轉即到郎官巷。在這
條窄窄的小巷中，嚴復故居坐北朝南，百年前，嚴
復在這裏度過了人生的最後時刻。

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 「嚴復」 二字的分
量，他被譽為中國近代 「西學第一人」 ，留學英
倫、學貫中西，譯著啟智、傳道授業、辦報興學，
譯作《天演論》，打開國人世界眼光。但很少人知
道，他一生曾多次與台灣有過交集。他親自參加反
侵台、反割台的鬥爭，對救亡圖存、挽救民族危
機、實現祖國 「大一統」 ，傾注了畢生心血。嚴復
後裔也在台灣枝繁葉茂，一直致力推動海峽兩岸的
交流互動。

一百多年前，為了保國保種，富國強民，嚴復
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號召團結抗戰，合群
保種，體現了他一貫的救亡圖存、富國強民的思
想。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嚴復維護國家統一的精
神，在我們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偉大歷史進程中，
還在發揮着跨世紀的影響。

「從三坊七巷走出的無數中國近現代史傑出人
才中，嚴復是我心中最閃耀的明
星。」 邱子斌同學感觸頗深。 「我
們要繼承嚴復先生的精神。實現祖
國統一，我輩都有責任！」 有同學
深情地說。

大公報實習記者張皖博、李銳敏

學子觀察

「保護好傳統街區，保護好古建築，保護好
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歷史和文脈。對待古建
築、老宅子、老街區要有珍愛之心、尊崇之
心。」
─2021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到三坊七巷歷史文化街區考察，聽取福
州古厝和三坊七巷保護修復等情況介紹後說。言者懇摯，聽者動容。

跨越三十年的守護情緣
習近平總書記同福州三坊七巷之間，有着

一段跨越三十年的守護情緣。
三坊七巷被譽為 「里坊制度活化石」 、

「明清建築博物館」 和 「閩都名人聚居地」 。
上世紀80年代城市開發熱潮衝擊下，這裏一度
岌岌可危。坊巷北隅，林覺民故居門前文物保
護石碑上，赫然寫着大大的 「拆」 字。

1991年3月，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
在三坊七巷召開了一場文物工作現場辦公會，
他的一番話語重心長： 「評價一個制度、一種
力量是進步還是反動，重要的一點是看它對待
歷史、文化的態度。要把全市的文物保護、修
復、利用搞好，不僅不能讓它們受到破壞，而
且還要讓它增輝添彩，傳給後代。」 在福州工
作期間，習近平為當地建立文化遺產保護長效
機制奠定根基。

「100多天時間就把這裏搶修起來了！不
久後，三坊七巷裏其他歷史建築也陸續被修
繕、保護起來。」 時隔多年，回憶那次文物
「解救行動」 ，福州文史專家李厚威記憶猶
新，一直感念着習近平總書記， 「如果沒有他
的保護支持，三坊七巷早已不在了！」 三十多
年過去了，從 「保下來」 到 「活起來」 ，三坊
七巷活態遺產煥發着新的生機。

話你知

穿越時空 感受林覺民大愛情懷
7月4日， 「2024范長江行動

福建行」 的香港傳媒學子走進福州
三坊七巷，領略中國近現代史風雲人物的浪漫與家
國情懷。

在革命烈士林覺民的故居，學子們被林覺民與
愛妻堅貞的愛情所震撼。《與妻訣別書》中的每一
個字，如同穿越時空，將林覺民在為革命從容就義
前給愛妻寫下訣別書的感人情景展現在眾人面前。
「這份愛情，超越了生死的界限。大家彷彿能透過
文字，看到林覺民與妻子在平凡日子中的相互扶

持，以及在面對國家大義時的共同抉擇，這種超越
個人情感的偉大，讓每個人都為之動容。」 有學子
感言。

隨後，學子們步入冰心的 「紫藤書屋」 ，這裏
曾是冰心祖父藏書與讀書的地方，也是她童年的
「樂園」 。冰心曾言，這個堆滿書籍的地方，是她
心靈的避風港，每當有空閒，她便會鑽進去，如飢
似渴地翻閱着每一本書籍。「在這裏，我們彷彿感受
到冰心對知識的渴望，對文學的熱愛，以及那份在
書海中自由翱翔的快樂。」 大公報實習記者薛卓穎

特稿

一棵芒果王管窺生態觀
在三坊七巷的衣錦坊，有

一株被譽為 「芒果王」 的古
樹，靜靜見證着福州三百年的風雨歷程。此次，學
子們有幸在明媚的夏日，與這株古老芒果樹有了一
次親密接觸。

據地方誌記載，這株芒果樹種植於清朝，至今
已跨越了三個世紀。遊覽過程中，一名學子有幸品
嘗了它的果實。 「 『芒果王』 的果實不同於普通芒
果，小小一個飽滿且富有光澤。果肉一入口，即化
成甜潤的汁液，帶有獨特香氣和微微酸意，層次豐
富，令人回味無窮！」

當地政府為了保護這株珍貴的 「芒果王」 ，從
限制周邊建築到實施定期養護，確保了這株古樹的
健康生長。同時，衣錦坊的居民也把保護 「芒果
王」 視為己任，時常澆水、修剪，形成了一種人與
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景象。

三坊七巷以其豐富的歷史文化底蘊聞名遐邇，

其間古樹掩映，枝繁葉茂。除了有300年歷史的
「芒果王」 ，三坊七巷的二梅書屋還 「藏着」 一株
約三百歲的荔枝。經過百年變遷，如今人們依然可
尋到紅彤彤的荔枝果身影。三坊七巷內安民巷的鄢
家花廳天井西側生長着一株百歲楊桃古樹，至今依
然生機勃勃。

「芒果王」 「荔枝王」 、百歲楊桃樹，我們徜
徉在古巷中，深切感受到人與自然和睦共處的美妙
與幸福。 大公報實習記者董若石、劉秋樺

學子手記

觀建築瑰寶 見古人匠心巧思
在福州三坊七巷歷史

文化街區的衣錦坊東口北
側，一座歷史悠久的建築靜靜佇立，這便是明萬
曆年間創建、後經多次改建的水榭戲台。該戲台
不僅因其精美的建築風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吸引
着遊客的目光，其獨特的雪洞設計則更展現了古
人的巧思與匠心。

正對着戲台的看台左側，有一個小拱門稱為
雪洞。據導遊介紹，福州夏日炎熱，雪洞的存在
相當於現代空調房，能讓古人們感受到絲絲涼
意。雪洞的內壁由紅糖、糯米、生石灰構成，其
中紅糖和糯米的組合使結構更加牢固。 「這樣獨

特的巧妙設計，彰顯了古人在生活中對物品的巧
妙運用。」

此外，關於衣錦坊房樑掛燈籠的含義，添丁
和表示發展方位是其主要的文化寓意。在福州傳
統文化中，家中添丁被視為家庭的喜悅和福祉，
會在宅院顯眼位置，如房樑或是門戶之上掛上大
紅燈籠以示慶賀。不僅彰顯了家族的興旺發達，
也寄託了對新生命的美好祝福與未來的期望。根
據當地習俗，若燈籠掛在家門左側，即東方，暗
示家庭成員在福建本地發展；而掛在右側，即西
方，則寓意家庭成員在海外發展。

大公報實習記者李博池、劉秋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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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着青石板路，港生開啟了探尋名人生活軌跡
之旅。坐落於三坊七巷北隅的是冰心故居。 「冰心
作為中國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留下了不少著作，我
們有幸能在她的故居中看見她的初稿，很是高
興。」 有港生表示。

一片三坊七巷 半部中國近代史
林覺民正好是冰心家的前任屋主。作為革命

家，林覺民雖深愛着妻子，卻不得不拋下她，投身
革命事業。 「他遺下的《與妻訣別書》，字跡在後
段漸漸變小，想留給妻子的話太多，一張單薄的紙
難以承載，字裏行間流露着對妻子的深愛。」 有港
生感慨道。然而事與願違，命運沒有留給這對恩愛
夫妻一個好結局，林覺民在黃花崗革命中壯烈犧
牲。 「雖然他在時代的洪流中消逝了，但他的故
居、筆跡留存了下來。他為革命事業犧牲、堅毅不
屈的精神應傳承到每一代的中國人！」

據介紹，除了以上的名人外，三坊七巷還曾經
走出了嚴復、林則徐、沈葆楨、林旭等一百多位對
中國近代史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

眼前古樸雅緻的古老街巷，遊人穿梭如織，如

今，三坊七巷不僅是福州市民的驕傲，也是外地遊
客的熱門打卡地。然而，上世紀90年代，位於三坊
七巷的林覺民故居面臨拆除。時任福州市委書記
習近平得知後，馬上召開現場辦公會，當場決定保
護下來、進行修繕，這片歷史悠久的文化寶地得以
延續。行走在三坊七巷，穿越古今，學生們也更加
感佩當年城市管理者的遠見和魄力。

開發適度融合得當 保留歷史味道
福州市通過一系列修繕和保護措施，使這片歷

史悠久的文化寶地煥發出新的生機。嚴復、陳季良
等名人故居經過精心修繕後，不僅保留了原有的建
築風格和歷史風貌，還增設了展示廳和紀念館，向
市民和遊客生動展現這些歷史名人的生平和貢獻。
與此同時，文旅消費業態也逐步融入三坊七巷。三
坊七巷街區先後引入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
苑、海上絲綢之路展覽館、傳統文化手藝柘榮剪
紙、數字科技展示5G體驗館、國潮金魚館等業態。
承載着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的三坊七巷在保護修復
下，成為展示閩都文化的亮麗名片。

而對於如何既滿足遊客 「吃住行遊購娛」 的現
實需求，又保留街區歷史味道？來自香港的學子們
也展開了思考和探討。暨南大學的港生劉秋樺認
為： 「相比一些其他熱門景點，它的商業化程度沒
這麼嚴重，還是有保留福建建築的特色。商業化是
文旅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為可帶動周邊經濟。融合
有好有壞，在於是否以保留當地特色為主，如何融
合得當，自然能夠為古巷增添可玩度，同時又能傳
承古建築文化。」

▶7月4日， 「2024范長
江行動福建行」 的香港傳
媒學子走進福州三坊七
巷，參觀林覺民故居。
大公報實習記者邱子斌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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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在狹長的巷道中，學子們一路探尋歷史文化
名人生活的痕跡。 大公報實習記者邱子斌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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