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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可彝故居位于罗源
县凤山镇北大路，是一座两
横两进的清代木结构民居，
占地 900 多平方米，建筑面
积 1400平方米，为双主座对
称结构的深宅大院，前后左
右共四个天井。

由于年代久远，部分建
筑结构损毁或被拆改，残损
严重，去年 12 月，罗源启动
林可彝故居修缮工作，投资
400 万元，历时 6 个月，已于
近期通过竣工验收。

“在修复工艺上，我们
尽量按照古法修复，例如地
面采用‘三合土’工艺进行
恢复，未涉及安全问题的部
分尽量保留。”林可彝故居
保护修缮工程项目负责人

林斌鑫说，由于年久失修，
故居中的斗拱、雀替等木构
件糟朽严重，修复团队遵循

“修旧如旧”的原则，从残留
的历史痕迹中寻找蛛丝马
迹，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并
邀请省、市古建专家及县民
俗专家到场探讨研究确定
方案，从材料、工艺上严格
把关进行构件修复。

由于在此之前，故居两
侧马鞍墙及后院厢房已被
改建，修复团队对拆改部分
进行了拆除，并根据设计图
纸及本地风俗，在原墙体基
础上，根据地面算盘石、地
伏石的痕迹，尽量按照原有
规制，恢复了马鞍墙及后院
厢房的旧貌。

海都讯（记者 陈江燕）
8 月不知不觉已过半，当前虽
已是立秋节气，但闷热的感
觉暂时还不会消失。

预计本周前期，我省主
打雷雨天气，体感较为闷
热。其中今起三天，全省各
地多短时强降雨，部分地区
雨势较大，中北部局部县市
还将有暴雨。在雨水的“猛
攻”下，需格外注意防范明显
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
积涝、中小流域洪水和滑坡、
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
面，本周全省各地气温起伏
小，最高气温在 32℃~35℃之
间，局地突破36℃，最低气温
在24℃~27℃。

福州未来三天，多阵雨
或雷阵雨天气，其中 18 日开
始，高温受弱冷空气影响将
有所缓解。但气象部门也提
醒，由于空气湿度较大，体感
潮湿闷热，且中暑指数较高，
市民近期在随身携带好雨具
的同时，还要多补充水分，保
证充足睡眠，避免中暑。

今起三天
主打雷雨天气

福州市区
今起三天天气

17日 中雨转小雨
26℃~33℃

18日 大雨转中雨
26℃~30℃

19日 中雨转阴
25℃~31℃

历时6月修缮 林可彝故居将开放
他1923年入党，1928年英勇就义，是罗源县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一位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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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档案馆官方网站资料显示，林可彝（1893—
1928年），原名瑞鼎，字可彝，福建省罗源县人。他是罗
源县第一个出国留学生，罗源县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
员，也是罗源县第一位革命烈士。

林可彝出生于罗源县城关北门街一个茶商望族之
家，自幼聪颖，胸有大志，1916年考入早稻田大学，后又到明治大学进修。
留日期间，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和进步书刊。

1920年毕业回国，翌年赴北平，在大学任教。1923年受中共组织的派
遣，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当年夏天，经彭述之、罗亦农介绍加入
共青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革命的需要，1925年李大钊抽调15名
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回国，林可彝是其中之一。

1920 年留日回国、1925 年留苏回国时，林可彝两次回家乡罗源探亲。
虽然每次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仍不失时机地向家乡父老宣传马克思主义
和共产党主张，传播进步思想，资助创办新学。

1927年1月，林可彝奉调湖北武汉，一面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一面
从事革命活动。同年11月，林可彝不幸被捕，1928年1月4日英勇就义，年
仅35岁。

次年，林可彝的战友集资护送他的灵柩，由水路历尽艰难运回罗源，安
葬于起步镇兰田村。灵柩抵达罗源时，百姓开城迎接，各方好友冲破重重
阻力，在其家中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走进这座位于罗源县城的清代木结构民居，穿过天井、回廊，曾经杂草丛生的后院如今重现昔日面貌。近日，经过6
个月修缮的林可彝故居，正式通过竣工验收，将于近期对外开放。

林可彝（1893—1928年），是罗源县第一个出国留学生、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一位革命烈士。他于1923年在莫
斯科东方大学入党，1927年11月不幸被捕，1928年1月4日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林可彝故居是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作为研究罗源历
史文化和罗源传统建筑技术
的重要实例，林可彝故居将
承载着罗源革命历史的记
忆，继续引领和教育后人铭
记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走进修缮一新的林可彝
故居，天井、回廊、厅堂展现
在眼前，做工精细、样式古朴
的斗拱等木构件，彰显着这
座清代建筑的独特魅力。

“祖父就在这座宅子里
长大，修缮完成意义重大，
我 们 家 每 个 人 都 非 常 高
兴。”林可彝的长孙林国经
老先生激动地说，曾经杂草
丛生的后院已重现昔日面
貌，中间伫立的石桌，是林
可 彝 曾 经 伏 案 读 书 的 地
方。他也是从这里走出国
门，留学日本、放眼世界，长
成胸怀祖国、坚持真理的热
血青年，最终慷慨就义。

烈士精神
引领后人传承红色基因

修旧还旧
清代民居依照古法修复

□烈士档案 林可彝
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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