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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在前不久的福州“两会”和正在召开的省“两会”上，保

护三坊七巷又一次成了代表委员们的热门话题。 三坊七巷、

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专家把这3个古街区的地位相提并论。

中国古建筑泰斗阮仪三这样评述这个全国最大的古街坊三坊

七巷“明清建筑博物馆”。 著名建筑师黑川纪章曾讲过，建

筑是本历史书，在城市中漫步，应该能够阅读它，阅读它的

历史、它的意韵。把历史文化遗留下来，古代建筑遗留下来

，才便于阅读这个城市，如果旧建筑、老建筑都拆光了，那

我们就读不懂了，就觉得没有读头。这座城市也就索然无味

了。 古城保护，说到底是保护城市的记忆。城市的记忆是一

种精神上的东西，仅从物质去诉求，永远修不成正果。 三坊

七巷，福州的城市孤本。它承载着福州太多的历史与人文，

如果它消失，福州历史文化名城将有不保之虞。 为保住福州

的城市记忆，许多人在奔走着。当我们重新关注三坊七巷的

时候，我们其实也是以一名普通市民的身份，为我们共同生

活的这个城市，寻找一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寻找一份属于这

个城市的独有的自豪，给出一个住在这个城市的理由。 同样

是市民，您的想法呢？为了这个城市更有味道，更有魅力，

让我们共同关注。即日起，本报开通“三坊七巷福州城市名

片”热线，欢迎您参与。热线电话：0591－7095055；传真

：0591－7095036；电子邮箱：ｓｚｘｗ＠ｈｘｄｓｂ．ｃｏ

ｍ。 一群为三坊七巷终日奔走呼号的人 赵佑铭，福州市民盟



委员，今年57岁，三四年前，赵佑铭开始呼吁保护三坊七巷

之苦旅。 “其实，奔走呼号的还有很多人，只是有些名字不

为人知。”赵佑铭说，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留住福州的城

市文脉，让白墙、灰瓦、假山、盆景、亭台楼阁原汁原味地

复原出来，在这个修葺完毕的街区的数百个深宅大院内不时

地回荡着邻里的说笑声，闽剧经常在这里演出，安泰河清澈

透明，盛夏时小孩在河边嬉戏，四面八方游客慕名而来，堪

与周庄、平遥古城相媲美⋯⋯“我理想中的三坊七巷应该具

有清明上河图那般美丽的画卷。” 赵佑铭开始从事这一项工

作时已年过半百了。他说，趁着腿脚还方便多在三坊七巷里

转悠，再老了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老赵说起三坊七巷时总

能如数家珍，对于坊、巷的具体位置，附近曾住着哪位历史

名人，某一座古民居内部有何特别之处等都已十分熟稔。前

几年，他经常到家住三坊七巷一带的老朋友家中串门，对三

坊七巷有初步的认识。面对“破烂”，赵佑铭慢慢形成了这

样的看法：现代城市缺的不是高楼大厦，缺乏的正是能代表

历史风貌的古建筑，赶时髦促使我们去铲除传统街区，这将

使城市原有的特色风貌遭到破坏，居住在这样的城市，丧失

了认同感和归属感。 赵佑铭记得六七月天当别人在屋里吹着

冷气时，自己顶着烈日在三坊七巷挨家挨户探访，上图书馆

查资料，最后写出修复保护方案，并递交给有关部门。 有朋

友问他，全国许许多多地方的古名居在一片“拆”声中消失

，有些人喊保护古民居喊得嗓子都哑了，都没有人理会，最

后气馁了，你为什么老爱干螳臂当车之事？ 老赵的回答是，

人们的观念往往会被外界因素所改变。这不，和他一样的人

几年呼吁下来，最起码纠正了政府以前所打算的“将古民居



全部拆除，再找块地方将其中一部分保存下来，其他腾出的

空地用作房地产开发”的观念。老赵说，他呼吁就是为了敦

促规划部门作出整片保护三坊七巷的规划，立法部门作出整

片保护三坊七巷不得随意开发的立法，只有这样三坊七巷才

有救。 和老赵一样热心于保护三坊七巷的人不是一个，而是

一群，就连省外的人也参与其中。 走出几步是灯红酒绿 走进

几步是庭院深深 “这里虽然与福州最繁华的东街口只有几步

之遥，但仿佛是两个世界，它静谧地躺在高楼大厦之中，散

发出古老的芬芳。每块砖瓦仿佛都透着一种陈年的书卷气，

让人释怀。在这里走出几步就是灯红酒绿的世界，而走进几

步就是庭院深深，几分安详顿生心头，浮躁随之散去。我接

触过许多三坊七巷里的老人，他们说，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值

得品味，不忍舍弃。他们习惯了这里的生活环境，心惯于这

里的安宁、同个大院里邻居间的嘘寒问暖。高楼大厦的逼仄

、邻里间的冷漠是老人家最为心悸的。三坊七巷保下来，就

意味着在这个后现代化的充满浮躁气氛的城中平添了几分安

逸与和谐，这才是人们最需要的。”赵佑铭说，三坊七巷有

着常年居住于“鸽子笼”里的人们无法想象得到的内在精神

。 宫巷是福州保护得较为完整的古巷坊。宫巷24号林聪彝故

居，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前后四进，是明、清年代福州最

大的一座豪门住宅。这里的建筑漏花窗户采用镂空精雕、榫

接而成，而且通过木格骨骼的各种精心编排构成了丰富的图

案装饰，可算是福州古建筑艺术集大成者。 一个周末的午后

，记者敲开曾在两个朝代里是福州最大的豪门大院的两扇大

门，那青石板铺就的庭院、木条铺就的地板、精美的雕刻无

不透出当年的华丽。几位不同家庭的老人家在公用的大厅上



闲聊着，他们享受着透过天井照射进来的冬日暖阳。家住大

院花厅的一位老人拾掇着他多年苦心栽培的花草，面对着眼

前几十盆花花草草，他不无得意地说，这就是三坊七巷，在

城市的高楼大厦中，谁家能种上这么多花儿。他说，这里冬

暖夏凉，空气通畅，有天井可养花，有宽敞的公共大厅供邻

里相聚一起聊天，虽然房子破旧了点，还是让人再惬意不过

，起码孤单之感是没有的。只是洗浴条件差了点，“如果经

过修复后能添间卫生间，拿10套单元房来我都不愿意换。” 

安泰河从朱紫坊前静静流过，中国著名海军将领萨镇冰和他

的儿子厦门大学原校长萨本栋故居就坐落于此。这座深宅大

院的大门上那用金箔绘就出的精美图案已斑驳陆离，但依稀

可见当年的繁华，这更衬托出如今的萧杀，看到那客厅前被

破木头遮掩的假山、废弃的鱼池，几乎无法让人相信短短几

十年间一座豪宅破败得如此之快。萨本栋堂弟的夫人、今

年87岁的孙坤桢回忆说，当年嫁到萨家时，雕梁画栋让她非

常惊讶，门前的安泰河畔每天都有人在此洗衣淘米、夏天小

孩下河戏水，没想到如今只有回忆的份。 阮仪三：这里格局

之完整全国首屈一指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

大学教授、城市规划设计专家阮仪三教授，由于发起保护周

庄、平遥古城、丽江等取得显著成绩，而被誉为“中国世遗

之父”，他曾为保护三坊七巷奔走呼号。他在接受记者电话

采访时对三坊七巷作了这样的高度评价：三坊七巷与朱紫坊

是中国明清时期街坊的代表作，显示明清以来的街坊格局依

存，格局之完整在全国首屈一指，同样，它的内涵之深厚在

全国的古民居中也无出其右，三坊七巷这个延续城市历史风

貌的街区代表着城市文化的招牌，是福州城市名片的核心部



分。 最让阮仪三头疼的是，福州几次对三坊七巷的规划方案

都无法使三坊七巷及朱紫坊得到成片的修复保护，开发经营

的商业味太浓。他说，如果让部分文物挤在高楼大厦的夹缝

中，这意味着忽视文物周围的历史性环境，古建筑成了现代

建筑群中的孤岛，像是一个现代派的大厅中的一件小古董。

如果还持纯商业的观点，可以想象三坊七巷整个著名的优秀

历史街区风貌将荡然无存。 “当然保护也不是对古街区原封

不动，古街区里面的生活设施要改善，水、电、卫生设施都

可以进去，让它成为‘活着的古街区’。”阮仪三说。 参加

省政协九届二次会议的省政协委员、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

会副主任、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孙绍振对记者说，三坊七巷

的文化、历史、旅游、建筑学意义对一个城市的重要性是毋

庸置疑的。但这么重要的古民居保护为什么这么困难，需要

一提再提？这牵涉到一个城市的决策者的眼光、文化品位。

三坊七巷是一个沉淀着城市人文、城市性格的文化符号，它

是现在和将来福州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筹码。谁为了

短期利益而拿掉这样一个重要筹码，谁就会是一个城市文化

历史罪人。 相关背景 三坊七巷 福州三坊七巷是全国最大的古

街坊，中有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8个，是福州市乃至福建

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度集中的地区。三坊七巷是南后街两

旁从北到南依次排列的十条坊巷的概称。“三坊”是：衣锦

坊、文儒坊、光禄坊；“七巷”是：杨桥巷、郎官巷、安民

巷、黄巷、塔巷、宫巷、吉庇巷。被我国建筑界称誉为“明

清建筑的博物馆”，是历史古城中里坊制代表之一。三坊七

巷同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里生活过四五十位历史

名人，有儒林学士、名宦望族、民族精英，林则徐、洋务运



动先驱人物沈葆桢、启蒙思想家严复、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

林旭、黄花岗英烈林觉民及著名女作家冰心、著名作家邓拓

等人。 本报记者 关永辉/李坚/兰灿阳/王浩志1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