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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坊

霍童洞天福文化拓片馆

随着古镇文化游的兴

起，霍童镇明清古街的特色

产业也蓬勃发展，达到了

“文化兴镇、旅游富民”的初

衷。

沿街而居的群众纷纷

重拾祖传技艺，将传统手工

艺和特色美食推向市场。

霍童剪刀历史悠久，清嘉庆

年间（1796—1820）便创建品

牌，以手工打制闻名。1926
年—1935 年是其生产最为

兴旺的时期，当时霍童一条

街有16家剪刀铺，从业工匠

50多人，年产剪刀5万~6万

把。霞浦、连江、福清、莆田

等地客商纷纷到霍童设站

采购，产品还远销南洋和东

南亚等地区。

走进一家剪刀铺，记者

看到工匠们正专注地打制

剪刀。火花四溅中，一把把

精美的剪刀逐渐成型。“我

们家几代人都做剪刀，这门

手艺不能丢，现在来旅游的

人多了，对我们的剪刀也很

感兴趣，我们更要把它做

好。”一位工匠师傅边忙着

手中的活，边对记者说道。

一家热闹的小吃店内，

店主正熟练地制作着霍童有

名的特色小吃——肉丸，揭

开笼盖的瞬间，香气四溢。

“这里的美食太有特色了，每

一种都很好吃，让我对霍童

镇有了更深的印象。”一位外

地游客品尝着刚出锅的肉

丸，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除了美味的肉丸，霍童

的美食还有许多。八果糕

松软香甜，柚皮糖绵润且带

有独特的柚子香，卤水豆腐

细腻爽滑，光饼薄脆可口。

每一种美食都承载着霍童

的独特风味，吸引着八方来

客，成了霍童镇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这些特色产业不仅是

古街的文化符号，也是带动

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我们将继续支持和鼓

励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同时

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

让霍童镇的特色产品走向

更广阔的市场。”霍童镇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该镇还计划盘活传统古厝

古建筑资源，在保护好古街

黄宅、陈宅、黄大川厝等古

建筑历史信息和布局风格

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历史

价值与文化内涵，发挥连片

效应，开发拓展相关新业

态，拉动经济循环、促进文

旅消费，让古街在岁月的长

河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吸

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寻

它的故事。

N通讯员 周承如 海都记者 汤先增

青石板路蜿蜒向前，街边明清古民居错落有致，飞檐

斗拱在日光下投下斑驳光影。街边摊位上，特色手工艺品

与美食琳琅满目，往来行人穿梭其间，或驻足欣赏古建筑，

或品尝当地小吃，一片热闹景象。这里，便是历经岁月洗

礼却魅力依旧的宁德市霍童镇明清古街。近日，记者走进

这条古街，探寻其独特的历史韵味与蓬勃的发展活力。

岁月沉淀的历史脉络古街溯源

作为古镇核心保护区，

霍童镇明清古街犹如一部

活着的史书，静静地诉说着

往昔的故事。它全长1700
米，始建于明末清初，承载

着数百年的风雨沧桑。

踏入古街，首先映入

眼帘的便是“功德坊”。这

座建于清康熙三十七年

（1698）的建筑，是古时候

进镇的必经之处。其斗拱

结构沿袭唐朝建筑风格，

虽历经数百年，却依然坚

固如初，彰显着古代工匠

的精湛技艺。站在功德坊

前，脚下石板路略显斑驳，

仿佛能听到昔日行人的脚

步声与车马的喧嚣声。触

摸着功德坊的石柱，粗糙

的质感传递着岁月的温

度。

穿过功德坊，便正式

踏入明清古街。古街呈一

纵一横布局，建筑面积达

20253 平方米。沿街保存

较好的明清古民居有 60

多栋，这些建筑融合了八

卦、风水等要素，在历史演

变中，形成了青砖、木质结

构及三合土墙三种外观，

是典型的闽东民居代表。

漫步古街，抚摸着古民居

的墙壁，能真切感受到岁

月的痕迹，每一块砖石、每

一处木雕，都凝聚着先辈

们的智慧与心血。古街的

路面由青石铺就，虽历经

风雨却依然平整，街边屋

檐下挂着的红灯笼随风轻

轻摆动，为古街增添了几

分古朴的气息。

“这条古街见证了霍

童镇数百年的变迁，我们

一直致力于保护古街的历

史风貌，让这份珍贵的文

化遗产得以传承。古街的

布局和建筑风格都蕴含着

深厚的文化内涵，我们希

望通过保护和开发，让更

多的人了解霍童镇的历史

文化。”霍童镇政府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霍童镇致力于

古街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布

设并活化利用了多个文化

场馆，为古街注入了新的文

化活力。

潘玉珂艺术展示馆原

为潘玉珂故居，2014年被评

为蕉城区文物保护点。潘

玉珂是霍童镇历史上第一

位外出求学的女子，先后受

业于潘天寿、黄宾虹大师，

被誉为“闽东三大才女”之

一。她一生留下数百幅书

画作品，艺术成就斐然。为

扩大潘玉珂书画艺术影响

力，经过精心筹备，不断改

造提升后，潘玉珂书画艺术

馆于2023年揭牌。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展

示馆，让更多的人了解潘玉

珂的艺术成就，同时也为本

地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搭建一个平台。”该展示馆

负责人如是说。

记者走进馆内，一幅幅

精美的书画作品映入眼帘，

画中的兰、梅、松、竹无不展

现出潘玉珂独特的艺术风

格，让人不禁沉浸在其“兰

画书香”的氛围中。馆内还

陈列着她的生平介绍及相

关文献资料，让参观者能更

全面地了解这位杰出艺术

家的一生。馆内参观的游

客络绎不绝，他们或驻足欣

赏画作，或轻声交流对作品

的感受。

霍童洞天福文化拓片

馆同样别具一格。为生动

展示异彩纷呈的洞天福文

化遗产，2023年以来，霍童

镇结合实际积极挖掘素材，

建成福建省首家福文化主

题展示馆。

记者踏入馆内，看到众

多明、清以来地方官员和文

人墨客的各种寿匾拓片挂

满墙壁。游客们饶有兴致

地欣赏着拓片，不时发出阵

阵赞叹。“带孩子来这里，既

能让他感受福文化的魅力，

又能学习历史知识，非常有

意义。”一位家长说道。

“福文化是我们霍童镇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

希望通过这个拓片馆，将福

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出

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

魅力，同时也促进本地文化

旅游的发展。”霍童镇政府相

关负责人说道。据悉，自

2024年3月正式开馆以来，霍

童洞天福文化拓片馆已吸引

了众多网红、自媒体、群众和

游客前来体验打卡，福文化的

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

霍童明清古街

古街焕发的新活力特色产业

传承与弘扬的艺术殿堂文化场馆

潘玉珂书画艺术馆

霍童明清古街：古韵新风，解锁文旅“新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