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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0日，记者来到仓
山区梅坞路尚书苑小区，走
访这处英式风格的老建筑。

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相关人士介绍，汇丰银行福
州分行旧址及独立厅，是在
清同治时期（1867年），英资
汇丰银行在福州设立的分
理处，1868年升级为分行。

“现存的办公楼就是典型的
券廊风格建筑，立面白色，
两层坡顶，一共有 7 个房
间。”该人士说，英式建筑有
个特点，就是一般由砖、木
和钢材等材料构成，屋顶为
较陡的双坡式风格。按照
原先的功能，一楼是业务大
厅，二楼为办公区，地下还

有一个储藏间。
“独立厅原先是桥南公

益社、同盟会福建支会总机
关旧址。”仓山区文化馆相
关负责人介绍，1912年 4月
20日，孙中山先生曾到此演
讲，慰问同盟会成员、留影，
并亲笔题写了“独立厅”三
个字，可以说，这是辛亥革

命的重要见证。
1992年，汇丰银行福州

分行旧址、独立厅被列入市
级文保单位。2020年，包括
汇丰银行福州分行旧址、独
立厅在内，福建省 4个文物
建筑保护利用案例获选国
家文物局《文物建筑开放利
用案例指南》。

唤醒老建筑“秀”出文艺范
位于福州仓山区的汇丰银行旧址和独立厅，经活化利用成为区文化馆，

为市民提供文娱大餐

十番音乐是福建省流传
的一种传统器乐演奏曲，自清
朝道光年间开始流传。2006
年，十番音乐经国务院批准，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20日上午8点半，12名孩
子早早来到社区活动室，跟着
自己的乐器老师，学习不同种
类的十番乐器。77岁的黄浈
魁告诉记者，目前开设的公益
乐器培训，有大锣小锣、大钵
小钵、云锣、狼串、笛子、逗管、
椰胡、琵琶等，涵盖了十番音
乐的大部分乐器。

“十番音乐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来授课的都是老
艺人，社区在业主群里一发出
通知，我就马上给孩子报名

了。”学生家长张女士说。
15岁女生陈楚妍在老师

吴锦文的指导下学习椰胡。
椰胡外观类似二胡，弹奏起来
有一定难度，陈楚妍学了两节
课，已经可以把握音准。

“我以前学过钢琴，在老
师指导下转而学习民乐，感觉
上手很快。”陈楚妍告诉记者，
她之前在茶亭公园看过十番
音乐表演，自己也想挑战一下
弦类乐器，这次就选择学习椰
胡。

“十番音乐要使用福州话
读乐谱中的词，所以在学习的
过程中间，既能让孩子们学习
十番音乐，同时又可以学习到
福州话，一举两得。”学习笛子
的张沐希告诉记者。

海都讯（记者 陈晋）
7月 20日上午，“福建世遗景
区联名卡”发放启动仪式在
三坊七巷举行。

记者从福州市古厝集团
了解到，第 44届世界遗产大
会期间，省旅游协会组织省
内武夷山、鼓浪屿、永定土
楼、南靖土楼、泰宁大金湖等
5家世遗景区会员单位，联合
三坊七巷、太姥山、清源山、
湄洲岛等 10 家 5A 景区、4A
品牌景区和重点 A 级景区，
向市民和游客免费放送“福
建世遗景区联名卡”（简称

“世遗卡”），即联名景区首道
门票5折优惠联名卡。

据悉，“世遗卡”每天将
不定时免费发放（有效期一
年），总计1万张，市民只要通
过微信关注“福建世遗景区
联盟”微信公众号，输入姓
名、手机号，即可申领，一个
身份证仅限领取一张。

“世遗卡”正式启用日期
为 2021年 7月 20日，有效使
用期截至 2022年 7月 20日。
持卡用户凭“世遗卡”二维码
和身份证首次进入合作景区
购买门票可享受 5折优惠价
格。

老艺人开班 免费教“十番”
福州茶亭街道广安社区开设十番音乐短训班，丰富社区孩子暑期

生活，传承非遗文化

我省免费发放
万张“世遗卡”

记者了解到，2015 年
开始，仓山区文化馆利用
汇丰银行福州分行旧址建
筑，打造非遗展陈场所，同
时也作为社区公益文化体
验和廉政文化传播的活动
中心。

仓山区文化馆相关负
责人说，文化馆除了举办
群众文化艺术活动，还配
套进行文艺精品创作等活
动。“在上周，我们这里就
举行了学习非遗技艺活
动，让孩子们参与到非遗
文化的传承中来。”

据介绍，目前在汇丰
银行福州分行旧址，主要
对青少年儿童开展音乐、
书法、闽剧表演、油纸伞、
茶艺等公益培训活动。针

对成年人，还开设了古筝
培训等，接受培训的市民
已达上千人。

独立厅则打造成烟山
清风书场，在开展“廉政文
化进社区”活动的同时，也
是弘扬福州国家级非遗

“评话”的一个场地。家住
尚书苑小区的胡先生告诉
记者，他曾在此听过评话，

“在家门口能听到老福州
的评话，很有意思，希望这
样的活动能够常态化。”

仓山区文化馆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
继续开展常态化的文艺演
出，并计划打造一个小茶
艺室，为市民提供学习、了
解福州非遗项目茉莉花茶
窨制技艺的场所。

N海都记者 陈晋
包华 文/图

因为遍布着英式、哥特
式、罗马式等洋房以及一大批
中西结合的建筑，福州烟台山
一向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
美称。其中，作为英式建筑代
表，汇丰银行福州分行旧址、
独立厅坐落于烟台山历史文
化街区旁的尚书苑小区内。

记者从福州市文化和旅
游局了解到，汇丰银行福州
分行旧址、独立厅经活化利
用，成为仓山区文化馆，为市
民免费提供文化娱乐大餐，
因此成为福建省四个被列入
全国文物保护活化利用优秀
案例之一。

据了解，黄浈魁此次
带领的茶亭十番乐队授
课团，成员平均年龄超过
70 岁。今年夏天，他和
社区尝试义务开班，一开
始还担心没人来，但看到
有这么多孩子主动来报
名，他很是欣慰。“我们准
备招 20到 25名学生，这
样孩子们就能组成一支
完整的十番乐队了。”

在团里，81 岁的李
敦福在智能手机的使用

上并不比年轻人逊色。
李敦福总是会把自己在
淘宝上找到的乐器，和
所需要用到的书籍，通
过微信的形式，发送给
各位家长，作为参考。

“我作为党员，又是
志愿者，能帮助孩子学
习传统文化，对我自己
来说也是一种快乐。”李
敦福说。

据广安社区党委书
记何声介绍，来社区授

课的十番老艺人们，都
是义务教学。每周二和
周四上午准时开班，好
几位老师家住很远，坐
车坐地铁要一个小时才
能到。社区特意腾出了
几间办公室和会议室，
让不同乐器的教学有相
对独立的空间，不至于

“串音”。社区希望通过
这一尝试，丰富孩子们
的暑期生活，同时传承
本地的非遗文化。

孙中山曾在此演讲 亲笔题写“独立厅”

古建筑“活”起来 文艺活动多起来

N海都记者 包华 唐明亮
见习记者 周字艺 陈铃雪 文/图

“吔登，矢登登，吔登登……”20日上午，福州茶亭
街道广安社区二楼的活动室内，锣鼓声、弦乐声此起
彼伏。茶亭十番音乐传承人黄浈魁和五位老艺人一
块，向社区里的小朋友教授十番乐器的吹奏技巧。

公益授课 传授十番音乐

不辞辛劳 传承文化瑰宝

“独立厅”三个字是孙中山亲笔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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