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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古厝的修复中，遗址的
探寻是难度较大的一项工
作。除了向村民打听、实
地探访确定遗址位置外，
还要结合 1925 年版的鼓
岭地图核对资料，来确认
屋主的信息，再找到屋主
相关的老照片去确认照片
上房子和遗址是否吻合。
而有些老照片上房子和留
下来的房子遗址又会存在
一些偏差，这也给工作人
员核对信息造成了一定的
困难。

“如今正在修复的禅
臣别墅，遗留的老照片上
只有早期一层结构，但现
场遗留的情况是后期的两
层结构，村民所述的禅臣
别墅也都是两层结构。”这
给修复团队早期设计修复
方案时带来了困难，只能
靠村民口述结合地基情况
进行假想设计。“直到后来
跟身在德国的禅臣屋主后
代取得了联系，他们提供
了后期二层结构的照片，
我们的设计一下就豁然开
朗了。”

鼓岭老街：探寻百年古厝前世今生
老工艺助古厝“逆生长”，新业态促老屋焕新生

最能展现嵩口特色民
俗文化的，莫过于民俗博物
馆，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参观团来到嵩口点赞的
地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中心拉丁与加勒
比地区主管毛罗·罗西感
叹：“乡镇都能够建起自己
的博物馆，说明福州人对历
史文化保护的重视。这是
值得点赞的经验。”

作为福建省首家乡镇
级博物馆，馆内展示有当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产
生活工具及图片，突出农耕
文明、古镇历史风貌以及乡
土特色文化等主题，让人瞬
间“穿越时空”。

除了民俗博物馆，嵩口
古镇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
博物馆。古镇有不少老房

新造，虽然仍是青砖黛瓦，
却也不乏许多文艺范的小
店。小店大多还保留着旧
址上的外观原貌，供销合作
社、中国农业银行，都变成
了咖啡店的招牌。

永泰嵩口大樟溪边，有
座名为“黎照居”的中式庭
院，现在已经是远近闻名的

“网红民宿”。改建后的黎
照居，保留了原先的结构和
建筑风格，传统与现代相结
合的设计，吸引不少游客来
这里享受悠闲时光。

记者了解到，在嵩口，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
业，用他们的创意、设计，

“活化”这座古镇。目前，嵩
口镇已有数百家商户形成
的八大类产业联盟，村民变
成了股民。

古镇嵩口：穿越千年的新光景
古镇犹如一座博物馆，行走其间，便可抚摸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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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薄雾、柳杉、古厝被称为福州鼓岭四绝。现在
鼓岭上保留的各具特色的古厝有数十栋，在著名作家郁
达夫眼里，“鼓岭上随处可见小小的厨房，小小的院落，
小小的花木篱笆”，充满灵秀之气。

最多的时候，鼓岭上建有366座别墅，并设有夏季邮
局、教堂、医院、网球场、游泳池、万国公益社等设施。保
留至今的古厝，见证了一个个动人的中外友谊故事。在
筹办第44届世遗大会期间，福州推出了10条参观考察
线路，鼓岭旅游度假区是其中之一。昨日上午，记者来
到鼓岭，感受百年古厝的前世今生。

从柳杉王公园的小路
走到尽头，迎面有一栋石木
结构、中西合璧的建筑，它
曾是海军名将李世甲的别
墅。除了一层外廊，它的
二层还附带中式美人靠的
阳台，显现了中式民居风
格，这在鼓岭以西式建筑
为主的古厝群中，显得格
外与众不同。如今，这里
是大梦书屋、鼓岭的文化
地标，文艺青年们拍照和聚
会的打卡地。

面阔三间的单层石木
建筑富家别墅，原来是卫理
公会传教士富品德的度假
别墅，部分坍塌的富家别墅
经过原工艺修缮，得以修复
保存下来。如今富家别墅
建设成为鼓岭山居博物馆，
展出了玩具、瓷器、书籍、家
具等老物件及其复制品，再
现了百年前鼓岭部分山居
生活。

此外，鼓岭上其他修缮
完成的古厝，也找到了自己

的“归宿”。万国公益社作
为定期举办各类展览、文化
论坛等的活动场所；鼓岭邮
局已恢复“邮局”功能并对
外营业；栢龄威老别墅计划
开辟为剪纸文化艺术中心
和文创基地；宜夏别墅已开
辟为中西文化艺术交流中
心；加德纳展示馆利用现代
化科技向世人展示“鼓岭故
事”……它们展现着自己的
前世今生，继续向世人诉说
鼓岭故事。

“活化”古厝 打造鼓岭文化地标

修旧如旧 还原古厝原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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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渡口的昔日繁华到
民俗博物馆中尘封的记忆，从
鹤形路的五行八卦到一座座
古厝重获新生，第44届世界
遗产大会期间，嵩口作为福州
唯一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令不
少中外游客瞩目。

小镇的历史起源于宋
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
史。镇里的建筑，多为明清
时期的古厝。早在民国时
期，嵩口就是商会密切往来
的地方。如今，游客依然能
从现存的160多座古民居以
及雕塑、彩绘和壁画中，一窥
曾经的繁华与荣光。海都记
者近日实地走访嵩口，探寻
这里的人和故事。

嵩口镇的三面，被大
樟溪所包围，这样的地理
环境，注定了水运在小镇
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南宋
时，嵩口就有小集市的规
模。明朝时，商业逐渐繁
荣，形成农历每月初一、十
五赶圩的习俗，并保留至
今。1914 年，嵩口成立了
福建省第一个乡镇商会；
1926 年 5 月，嵩口自行发

行纸币，设税卡和鸦片专
卖局；1938 年，嵩口设镇
建制。当时，嵩口经济之
繁荣可见一斑。随着陆路
交通的便捷，承载几个朝
代繁华的古码头也少了往
日的荣光。

另一处能体现嵩口历
史文化的，是一条神奇的
五行八卦之路，又称鹤形
路。这是嵩口古镇里最有

特色的一部分。鹤形路全
长 150 米，形状类似于一
只鹤。路面中间为土层，
是鹤的食道，两侧及墙基
由大小一样的鹅卵石砌
成，意为鹤吃的米。据当
地人表述，之所以这么建
是有讲究的，《周易》里讲
究五行八卦，这里古厝的
主人为了趋利避害，结合
自己的生辰八字，特意如

此修建。
鹤形路一头是郑氏祖

厝，一头是郑氏书斋，可见
这里的主人崇文重学的风
尚。值得一提的是，嵩口
的古民居无处不雕，无雕
不美。下坂厝、宁远庄、善
庆堂、成厚庄……90%的
古建筑在古镇核心区就可
寻访到，它们散布在溪岸
和田野间。

从古渡口到鹤形路 一窥曾经的繁华

将博物馆建在古镇里

俯瞰嵩口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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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纳展示馆利
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向
游客展示“鼓岭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