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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专业化、规模化、产业聚集

（酒店、KTV同步招租）

“当时古厝已荒废三
十余年，年久失修，四处皆
坍塌，木构件腐朽、屋顶渗
漏严重。”王长兰回忆道。
购回古厝后，她立即从惠
安、晋江等地找来了一批
老工匠对其进行修缮。

修缮并非易事，每一
处的精雕细琢，都要下不
少功夫。“再加上起初我还
有一些创新的想法，需和
工匠师傅不断磨合，前后
用了 8年时间才完成全部
修缮。”王长兰说，闽南传
统建筑的辉煌璀璨，离不
开工匠对传统建造技艺的
坚守与传承，古厝修缮后，
尽显闽南建筑风貌。

除修缮过程中需不断
调整导致工期延长外，另
一方面也因修缮资金缺
乏，有所拖延。王长兰说，
为了修古厝，她先后卖了
店面、房子，把自己大半辈
子的家当投了进去。一开
始，身边的朋友家人都无
法理解她，觉得她在瞎折
腾。“刚修缮好，就有人出
高价要买，儿子极力劝我
卖掉，我不愿意。”

王长兰说，起初只想
留着自己住，修缮后的古
大厝焕发出新的生机，吸
引不少游客朋友走进来瞧
一瞧，还成为网红打卡
点。王长兰热情地招呼
着，见到大家同她一样喜
欢古厝，她觉得这些年的
坚持值了。

“为何不把它打造成
公共空间，对外开放，让更
多的人能够了解闽南古厝
文化呢？”王长兰萌生出更
大胆的想法，于是，她把部
分空间变成了民宿，让游客
体验传统闽南古厝。之后，
又引进了运营团队，把其他
空间打造成茶馆、餐厅，游
客可以在这里品泉州茶，吃
正宗的泉州美食。不仅如
此，她还邀请非遗表演，每
天晚上，凤凰台上，南音、提
线木偶戏、歌谣、泉州讲古
等轮番上演。

“游客走进来，可以免
费参观打卡，感受闽南古
厝的建筑美，观赏非遗表
演，和网红打卡点合影，在
这里一站式体验泉州文化
魅力。”王长兰说。

八年精雕细琢 她让古厝焕新生
开元古厝曾闲置荒废三十余年，福州人王长兰因热衷闽南古建，买下并原貌修缮，

古厝焕发新活力

N海都记者 柳小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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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9 日，《开元古厝》新
书发布会在泉州古城举行，
该书为中英文对照版本，以
开元古厝为切入点，展现古
厝所承载的丰富深厚的历史
文化内涵、巧夺天工的建筑
艺术之美。而书的背后，藏
着一段福州人王长兰与闽南
建筑之间的不解之缘。开元
古厝曾闲置荒废三十余年，
王长兰因热衷闽南古建筑，
买下并原貌修缮，植入泉州
非遗风物，让古厝焕发新的
活力。

“决定出这本书，是想
把这座古厝的一砖一瓦、
一点一滴好好记录下来。”
王长兰说。这样一来，游
客走进时，通过翻阅这些
书本，能对开元古厝有更
深刻的认识，感受传统闽
南古厝的魅力。

而另一个私心是，她
也想以出书为由留住儿
子。原来，2023 年初，在
澳大利亚留学的儿子王李
捷回国，王长兰把民宿交
给王李捷打理，运营4个月
后民宿步入正轨，但在澳
洲呆了 15年之久，不太习
惯国内生活的王李捷，向
母亲提出要回澳大利亚。

作为母亲，王长兰想
把王李捷留在身边，加之
她觉得当今国内发展越来
越好，便想出了让儿子为
古厝出书的想法。王李捷
知晓母亲对这座古厝有很
深的感情，便应允了。

然而，出书，对于长期

呆在国外的王李捷来说，
是个极大的挑战。在漫长
且充满重重挑战的编撰之
旅中，他走街串巷参访闽
南建筑，翻阅资料，并请教
专家学者，整整用了一年的
时间才完成编著工作。“在
对泉州建筑文化探索的过
程中，我拥有了近距离观察
与详细记录古厝每一个细
微之处的宝贵机会，深刻地
领略到闽南文化那独一无
二的魅力与深厚无比的底
蕴。”王李捷说。

“当初只是想让儿子
写书能多留在国内一段时
间，没承想，儿子会愿意继
续留下来工作。”王长兰
说。她觉得，正是泉州这座
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
特的魅力，吸引着像儿子这
样的年轻人愿意留下来。

“我在这里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归宿，诚邀大家走进
开元古厝，感受古厝的美好，
在古厝的每一个角落探寻那

些被时光掩藏的故
事。”王长兰说。未
来，她会继续用心守
护这座古厝，让更多
人通过这一方小小
的天地，了解并爱上
泉州这座富有韵味
与故事的城市。

开元古厝位于泉州开元
寺西大门附近，古厝坐北朝
南，前埕后厝，占地一亩多，其
形似殿宇，富丽堂皇，是中国
古民居的典型，承载着数代人
的记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据说，厝主的先人是王延
彬，王延彬为“开闽三王”之王
审 郵 的 长 子 ，唐 光 启 二 年
（886）生于泉州开元寺后堂。
王延彬自幼博览群书，多才多
艺，18岁时，闽王王审知命他
代理泉州刺史，次年实授。

古厝的入口处极为低调，
巧妙地隐匿于新华北路上。踏
入其中，通道两侧墙壁上的蚵
壳厝立即映入眼帘。循着通道
前行，仿佛穿越时空，门楣上
的“开闽传芳”，在向世人述说
着王氏家族的辉煌历史和家
规传承；门额两侧的石雕壁
画、门内的抱鼓石雕刻得栩栩
如生，展现出工匠精湛绝伦的
技艺；而古色古香的闽南庭院

里，雅致的小桥，潺潺的流水，
独特的月牙门，精致的三角亭，
诗意的轩榭，悠远动听的南音，
仿佛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在院埕两株百年杨桃树旁
的小厢房里，王长兰向记者介
绍了自己与这座老宅的缘分。

8年前，她第一次踏入古
厝，只见“红砖白石双坡曲，出
砖人石燕尾脊。雕梁画栋皇
宫起，石雕木雕双合璧”。

不到 5分钟，她就下决心
买下古厝。原因有两个，一是
她自幼就对闽南红砖大厝着
迷，红砖搭配白石，美得很；二
是作为“开闽三王”的后裔之
一，她目睹古厝虽历经沧桑，
三落大厝仍得以保存，决定购
得此宅让历史得以延续，让家
族的传统得以传承。“开元古
厝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家
族历史的见证和家族传统的
承载，也见证了泉州历史与文
化的变迁。”王长兰说。

自幼钟情闽南红砖大厝

8年还原传统建筑风貌

出书讲好古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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