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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B_BA_E6_99_AF_E7_c34_635117.htm 参观景点路线：杨

桥路(双抛桥、林觉民故居、冰心故居)郎官巷(严复故居、二

梅书屋)塔巷南后街(刻印印书雕塑、同利肉燕)衣锦坊(水榭戏

台)黄巷(小黄楼)南后街(花灯雕塑、马鞍墙、叶氏民居)安民

巷文儒坊(乡约碑)宫巷(沈葆桢故居、林聪彝故居)南后街(甘

液境、蓝建枢故居)吉庇巷、光禄坊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

我们来到了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地标意义的“明清建筑

博物馆”、“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之称的中华第一街“

三坊七巷”参观游览。在2009年6月揭晓的首届“中国十大历

史文化名街区评选”中，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与北京国子

监街、平遥南大街、哈尔滨中央大街等共同参选，以最高票

获得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的“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

荣誉称号。 公元前202年，福州城初建时，称“冶城”，统治

者是勾践的后裔无诸。过了两百多年，西晋时期的福州已经

稍有规模了。晋安郡首任太守严高嫌城太小，便在今屏山南

麓建成一座郡城，称为“子城”。 三坊七巷源于唐末闽王王

审知扩建新城。王审知当政时，嫌原有子城太小，在子城外

以钱纹砖砌筑起“罗城”， 据说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砖城。

罗城南面以安泰河为界，城北是政治中心，多为贵族居住.城

之南为平民居住区及商业区，也就是在此时，三坊七巷成为

罗城西南的重要区域，坊巷格局初步形成。 今天的“三坊七

巷”地处福州市中心，东临八一七北路，西靠通湖路，北接

杨桥路，南达吉庇巷、光禄坊，占地约40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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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后街为中心轴线

从北到南排列整齐，纵向有序，形成“棋盘状”的传统街巷

格局。在城市变迁过程中，吉庇巷、杨桥巷和光禄坊被改建

为马路，因此：我们今天讲三坊七巷实际只有二坊五巷。 “

三坊七巷” 历经许多年，格局依旧，基本保留着唐宋遗留下

来的坊巷格局，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民国建筑计200多座，其

中水榭戏台、严复故居、沈葆桢故居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有9处，是中国目前在市中心保留的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明

清古建筑街区。“三坊七巷”体现了闽越古城的民居特色，

体现福州古名居特有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建筑结构布局

、建筑用材上适应福州潮湿温热的气候特点.院落庭院布局上

体现传统家族伦理观念.园林精巧雅致， 体现亲近山水的风雅

情趣，被建筑界喻为一座规模庞大的“明清古建筑博物馆”

。 除明清时代的建筑外，更令人惊叹的是三坊七巷的文化底

蕴。近代诗人陈衍作诗提到：“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

七巷间。”三坊七巷自晋、唐代形成起，便是贵族和士大夫

的聚居地。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后期，福州士子固有的忧国忧

民意识在世道变迁之中表现得更加强烈。这里涌现出一批对

当时社会乃至中国近现代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林则

徐、沈葆桢、林旭、严复、林觉民、林纾、林徽因、冰心、

庐隐、郁达夫、郭化若、吴石⋯⋯翻动历史，你会惊奇地发

现，一大串在中国近现代舞台上风起云涌的人物，他们的生

活背景都或多少映现在三坊七巷，可圈可点的达150多人之众

。 可以说，三坊七巷成为福州人文荟萃的缩影，凸显着福州

人追求正统教化的人文性格与开拓进取的海洋文化精神的相



互融合。作为福州城市精神集结地、福州名贤文化纪念地、

福州传统商贾文化传承地、福州民俗文化展示地，三坊七巷

承载了福州城市发展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充分体现三坊七

巷历史文化街区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特色与价值，是名符其

实的中国名片。 每个城市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基因，城市在

发展过程中要格外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福州也曾走过弯路

。上世纪末，全国旧城改造热中，三坊七巷也曾面临相同的

被“改造”危险。福建省、福州市及时调整思路，终止了用

于房地产开发的原有改造项目。近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

和福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

修复工作，将保护修复福州三坊七巷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三坊七巷由开发、改造转为整体保护、修复，政府投入逐

步加大，保护修复工程支出主要投向民生，使三坊七巷的改

造不仅成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程，更是改善市

民的居住条件、生活条件的安居工程、民心工程。 “三坊七

巷要成为活态的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给予三坊

七巷修复改造工程很高的评价。福州市的探索之可贵，在于

同时保护生活形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修复后的三坊七巷不

是排斥了原有居民原生态的旅游区，而是将三坊七巷打造成

保持传统文化特色的居住社区，成为具有独特文化景观的城

市活力地带。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国忠说的好：

三坊七巷是福州人文荟萃的缩影，闽台深厚渊源活化石，她

的成功保护不仅仅是福州的财富，更是海峡两岸、海西经济

区的共同荣耀，需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杨桥巷 现在我们首

先来到的是七巷中最北面的一条巷杨桥巷。杨桥巷古名登俊

坊，因西能通杨桥而改名。民国时因城市建设需要，被扩建



为马路，由巷变成了路，很自然路名就定为杨桥路。旧时杨

桥巷东头南面有“台湾林”大院，因为这个大院就有海峡两

岸的一段佳话。陈宝琛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访台时，结识了

台湾板桥林氏家族的林维源，促成了他的二妹陈芷芳与板桥

林家结亲，陈芷芳嫁给了林维源的侄子林尔康。甲午海战后

，林尔康携妻带子渡海来到福州，在杨桥巷建楼盖屋定居，

林尔康女儿林慕兰，嫁给了严复的三公子严叔夏为妻。严叔

夏1952年至1956年曾任过福州市副市长。严复的孙女严倬云

和严停云都是响誉台湾妇女界的名人。严停云以姑姑华严的

姓名为笔名，创作了大量散文，是台湾当代著名的女作家。

严倬云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嫁给后任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的

辜振甫。辜振甫先生因“汪辜会谈”而载入史册。严倬云从

小在福州长大，后到上海读书十几年，再后就随母去了台湾

。人们从上面的史实，不难看出海峡两岸千丝万缕的源缘关

系，两岸本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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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