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听干预后 先天性聋儿正常说话
专家提醒家长，要重视孩子听力健康；明天是第24个全国爱耳日，福州

多家医院开展爱耳义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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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初心 努力为党育才为党献策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

发表重要讲话

古人与野菜
的爱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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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居与非遗闽剧碰撞出火花
福州林森公馆将改造成闽剧文化活动中心，焕发新生命

林森公馆是一栋三层砖木结构、带有柱廊式风格的中西结合式建筑，建筑平面呈T字形，分为主
楼、副楼。副楼每层仅有一个房间，窗门原装有带花纹的玻璃，故附近的居民俗称该楼为“花玻璃”。

这座位于福州仓山区七星巷2号的青砖小楼，建于1921年，由闽侯尚干乡民集资兴建，是林森
回到福州时的主要居所。1943年林森去世后，这栋公馆仍由林家人居住。1949年后，主楼曾供解
放军医疗队驻扎，林森家属迁至副楼居住。1951年，医疗队将副楼也全部占用，林森的家属们则迁
至七星巷3号属林为桢（林森之弟）的房内居住。数年后医疗队迁出，林森公馆产权收归国有，并移
交仓山区房管所，先后迁入20多户城市居民。2009年，林森公馆成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穿过阳光明媚的院
落，副楼的一楼已经成为
一个空间虽小，但五脏俱全
的简单化妆室，演员们在里
面化妆盘头，有说有笑。

站在窗旁向外望去，
楼下的闽剧研学营已然
开场。时代中学的初二
同学鱼贯而入，朝气蓬勃
的蓝白校服很快布满了

花木扶疏的院落。来自省
实验闽剧院的主持人妙语
连珠，互动游戏、知识问
答、科普小视频……也请
现场的学生们尝试闽剧动
作，与剧院的演员们互
动，院落里充满了一阵阵
开心的笑声。

“推广福建的非遗文
化，挺有意义，也挺有意

思。我们很注重培养孩子
们对福建非遗艺术的了解
与热爱。这一次研学活
动，正是我们实践课程的
一部分。”时代中学带队老
师之一的陈老师说。在这
场体验营举办之前，不少
老师也并未造访过林森公
馆。这场由仓山区政协文
史委主办的闽剧艺术趣味

研学活动，为这座古朴安
静的老建筑“扬了名”。

“承载着名人历史与
文化底蕴的老建筑，与闽
剧这样的福建非遗文化是
可以互惠共生的。”严智伟
说。爱听闽剧的林森，一
定也很乐见他曾生活过的
地方能与他喜爱的传统艺
术一起，焕发新的生命。

“林森公馆此前一直作
为仓山区图书馆的绘本馆，
周末时一楼的大厅会开放，
让家长和小朋友们来看看
书，二楼以上则是这里过去
的主人——曾任民国政府
主席的林森的常设展览。”
仓山区闽剧协会秘书长严
智伟介绍说。

2012 年，仓山区投入
100 多万元修缮这栋公馆，
在保留其外观旧貌的同时，
开始尝试将其打造成为公共
文化空间。仓山区图书馆的
绘本馆则是 2015年 12月在
这座藏于闹市中的老洋房里
开张的，当时，它是全省第一
家公益性的绘本主题馆。

“但之前对于二楼、三楼

的利用也比较少，因为空间
有限，承载不了太多观光的
客流。”严智伟说，仓山区闽
剧协会在今年2月12日进驻
公馆后，即在区有关部门和
热心企业的支持下，再度着
手对公馆进行修缮。“木质的
地板、楼梯等，很容易被白蚁
啃蛀而朽坏，维护会成为一
个问题。修缮并不会去动楼
内原有的结构，而是对易损
坏材料进行更新。未来会将
二楼改造成闽剧非遗展示
馆，而三楼则参考相关资料，
尽量还原林森在时居住的样
貌进行展览，会让这个地方
更有人气。”

“林森就爱听闽剧。”闽剧
协会一名工作人员笑着说。

N海都见习记者 吴雪薇 文/图

3月1日下午，平日宁静无人的林森公馆，突然变得人
来人往，喧嚷热闹。精致古朴的青砖大门洞开，迎来了一批
年轻的客人——非遗闽剧研学体验营的同学们。原来，福
建省实验闽剧院应福州仓山区闽剧协会邀请，在林森公馆
举办“非遗闽剧研学体验营”。目前，林森公馆正在进行改
造，将作为闽剧文化活动中心使用。

城市一隅，老公馆再度华丽转身 闽剧新生，非遗艺术引来青春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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