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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租热线:0595-275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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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全新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中熙产业园五期全面启动。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国力机电专业加装 13665035253

加装换梯加装换梯加装换梯

石狮枫致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50581MA32TUGM
6T）遗失圆形铜质公章一枚，印章
编号：3505810027814，声明作废。晋江丹利鞋业有限公司遗失圆形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晋江市梅岭街道联光鞋服商行不慎

遗失橡胶圆形的公章一枚，印章编

号：35058210028229，现声明作废。

留
住
﹃
乡
愁
﹄
与
记
忆

后
坑
华
侨
传
统
建
筑
群
盼
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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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吴湘湘 文/图

泉州鲤城区金龙街道后
坑社区进入拆迁实施阶段已
有一段时日，近日，辖区著名
旅菲华侨谢瑞生的孙子谢应
望向海都报求助，希望有关
部门能重视保护和开发后坑
社区以泉州鲤安信局遗址为
中心的华侨建筑群。

11日上午，记者赶赴现
场走访见到，后坑社区拆除
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实现
华丽的蝶变，展现新城形
象。对于谢应望所忧虑的华
侨传统建筑群是否拆除问
题，记者从金龙街道办事处
了解到，业主单位已对后坑
传统建筑群做了实地勘查，
目前有 9 栋传统建筑将保
留，不会被拆除。

11日上午，记者驱车来到后坑社区，行走在大街小巷，
每走一段距离，就能见到一栋传统建筑，有闽南传统古大
厝，也有南洋楼。眼下，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差不多都已搬
走，人迹寥寥，被拆迁包围着的一栋栋老宅，显得格外落
寞。

后坑村 167号是当地著名华侨谢瑞生的故居，它是闽
南文化生态保护区鲤城江南新区示范区，也是20世纪闽南
地区知名的侨批馆——鲤安信局遗址。去年 4月，海都记
者曾在谢应望的带领下，寻访此地，为读者掀开一段尘封
已久的历史。时隔一年，在多部门的努力推动下，故居四
周安装了6处监控，用于“守护”老宅。

故居由一座有些斑驳破落的闽南皇宫式传统民居和
一栋颇具南洋风格的洋楼建筑组成，占地面积约1120平方
米。民居坐北朝南，两落五开间，硬山式屋顶，燕尾形屋
脊，屋前还配置石埕，精雕细刻，工艺较为考究。南洋楼则
是栋两层楼高的建筑，一长排的房间群，正是当时信局工
人处理银信和住宿的房子，如今，在时代变迁下不可避免
地留下了许多沧桑的印记。走在里面，让人有种时空穿梭
的感觉，仿佛看到了旧日的繁荣。

上世纪30年代初，谢瑞生与哥哥谢芳蚶、弟弟谢芳继三
人，曾相继前往菲律宾谋生，经历一番打拼后，1938年，由谢
瑞生回乡建房。房子建成后，兄弟仨商量着把古厝作为住
宅，利用洋楼合办“鲤安信局”，经营侨批业
务。后来，侨批业务越做越大，他们先后在
厦门、泉州、上海等地设立多家分局。古厝
内有一方辉绿岩质地的石刻，较完整地讲
述了房屋主人谢瑞生的家族历史、出洋谋
生原因、回家建房过程，以及在菲律宾遭受
日寇屠杀劫后余生的惨痛经历等。

走出谢瑞生故居，很快便来到谢氏
大宗祠。这是一座三间张二落的古大
厝，建筑形式为硬山式屋顶，外墙砖石砌
筑形制完整，建筑构件雕花考究精美。
经邀请，泉州保护修缮设计师王世坚现
场考察和调研发现，此建筑具有泉州地区清中后期典型祠
堂建筑特点，他推测，祠堂应是建于清中晚期，为该区域乃
至泉州地区尚未进行修缮保护中较为完整的一座建筑遗
存。据介绍，其建筑空间布局完整，营造材料科学合理，精
美的工艺样式与传统图案雕刻，具有重要的传统艺术价值。

“后坑社区拥有众多的海外华侨资源，除上述两处建筑
外，还有其他11处华侨传统建筑也很精美。”在后坑社区书
记谢仲源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位于大厝角 31号的谢天良
宅，这也是一栋闽南传统古大厝，占地面积较广，可惜的是
10多年前发生的一场火灾，使其烧毁严重。随后，我们又逐
一走访后埔巷 7、9、11、13、15、29号，廷玉路 96号等 10栋后
坑谢氏宅，一栋比一栋精美。

“这些传统建筑都是当地华侨兴建的，除鲤安信局旧址
有洋楼外，其余均为精美的闽南传统古建筑，为清末至民国
的建筑，整片建筑遗存在泉州属罕见，且均为华侨建筑，是不
可多得的传统建筑文化遗产，其中很多技艺如灰雕、木雕、漆
艺等已成为传统技艺的教科书级的范例，形成以泉州鲤安信
局遗址为中心的华侨建筑群的价值。”王世坚介绍道。

“这些老房子会拆吗？能不能把它们保留下？”走访中，
部分还在社区逗留的居民向记者吐露了自己的心声，表达
出一致的期盼和愿望。

致公党福建省侨台委委员陈新绿
建议，有关部门应重视以泉州鲤安信
局遗址为中心的华侨建筑群的保护与
开发工作。

记者了解到，陈新绿近一两年来
十分关注后坑社区华侨建筑群的发展
态势，去年，她曾向上级递交过有关鲤
安信局遗址保护的相关提案信息。眼
下遗址主体建筑塌陷严重，如遇台风暴
雨，或将造成该信局遗址毁灭性的破
坏。对此，日前，她又递交《关于推动优
秀八闽文化创新性发展保护开发泉州
鲤安信局遗址区华侨建筑群的建议》。

“今年，经多次邀请，省、市两级古
建专家对信局遗址所在的后坑社区
古建筑群进一步现场考察和调研，对
其中 13幢代表性华侨古建筑重新评
定价值，形成新的保护利用方案。”陈
新绿介绍道。她认为，泉州作为世界
遗产城市和著名侨乡，泉州鲤安信局
遗址区华侨建筑群，既有闽南文化地
方特色，又是文化资源研究重点，更

是 打 造 八 闽 文
化 标 识 体 系 的
组成部分之一，
建 筑 群 被 保 留
下来后，可充分
保 护 利 用 和 开
发泉州鲤安信局
遗址区建筑群的
价值，打造闽南
侨乡古建筑群文
化体系。

泉州鲤安信
局为 20世纪闽南地区知名的侨批局之
一，对于丰富中国侨批作为世界记忆遗
产的内涵具有重要价值。该遗址具有
多元价值，可参考晋江五店市及梧林古
村落建筑群的文旅保护利用和创新开
发等做法，作为红色旅游和侨乡观光、
非遗研学社区。

而谢氏宗祠营造年代与地方文脉
发展同构同存，谢氏族人的发展延续与
变迁，是泉州华侨发展、侨批发展沿革
的重要篇章，保留保护谢氏宗祠具有重
要的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历史价值。

“整个建筑群开发利用上，可作闽
南华侨传统文化的展示、侨乡研学基
地、民宿经营、美食配套，既能够充分保
留珍贵的华侨建筑文化遗产，又能够推
动当地经济发展，吸引海外的华侨华人
回乡观光、投资和创业，吸引东南亚华
侨华人经济资源，符合当前发展侨乡经
济的趋势和需求。”泉州侨批专家刘伯
孳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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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瑞生故居建筑工艺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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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厝里的石雕栩栩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