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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间叫作“故乡”的房子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保护好文物、保护好
古建筑就是保持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

作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华山古民居
是石狮保存较为完整的红砖古厝群，包含41
处闽南传统大厝，7处番仔楼，29处石头房
等。这些古厝或沿袭闽南传统建筑红砖白
脊、出砖入石等营建特征，或兼收并蓄、中西
合璧，可以说结构严谨、装饰精美，体现了闽
南传统建筑的艺术精华。更重要的是，在这
些古厝身上，记录着先辈们勤劳创业、爱拼

敢赢的励志人生，浓缩着先人爱国爱乡、情
系桑梓的良好家风。因此，对这些年久失修
甚至濒临毁灭的古建古厝，有规划地进行保
护性修缮，在此基础上因“厝”制宜进行活化
利用，可以说既是保护历史、留住乡愁的需
要，也是传承先辈坚韧打拼、不忘故土精神，
激励后人接续奋斗的需要。

为此，自2018年开始，石狮市便成立华
山古民居项目建设指挥部，委托专业机构编
制华山村风貌景观保护规划，同时坚持保护

优先、修旧如旧的原则，分期分批对红砖民居
进行修复和保护。如今，除了入口广场完成
改造和景观提升、渡槽完成加固、建成农耕文
化园和3A级旅游公厕、超14亩停车场等旅游
配套，已有30栋古厝分批完成了修缮。

利用已修缮好的古厝空间，石狮文旅
集团引入专业研学团队，着力将华山古民
居打造为石狮品牌研学基地。譬如，尤为
醒目和精美的蔡衍湖古厝内，设置了“家风
家训馆”，以碑文拓本的形式，集中展示了

一批爱国爱乡的家训碑刻，成为传承良好
家风、涵养文明乡风的重要载体。此外，
其他修缮好的古厝还开放有造纸印刷
馆、布艺织染馆、食育本草馆等多个研
学主题空间，同步推出星空露营等研
学项目，吸引了石狮、晋江、泉州等地
的学校及相关团队到此开展研学实
践、主题沙龙、亲子手工等多种主
题活动，让古村落不断焕发新活
力。

编辑：邱育钦 文字：邱育钦 康清辉 兰良增 摄影：李荣鑫 颜华杰

灵秀华山：30栋古厝完成修缮焕发新活力

祥芝松柏居：红砖大厝的新生

锦尚观海楼：家风家训代代传

《石狮市华侨建筑保护利用
三年专项行动方案》出台

政策资讯

“有几间厝，用砖仔砌，看起来普通普通……”闽南歌《故乡》唱出在外打拼闽南游子的心声，而其中的厝，也就是
华侨建筑，闽南人称它为“番仔楼”。每一栋“番仔楼”都有一段关于一个家族的记忆，这里或有一座古厝的记录，或有
百年镌刻的家风家训，或有儿时逗留的回忆。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忘不了的思念叫乡愁，
每个在外打拼的游子发迹后都会回乡“起大厝”，每一栋华侨建筑就是这些执念所起，记忆里淳朴的闽南生活跃然于
心。这里有发奋图强的足迹，这里有扶危济困的善举，这里有热心公益的故事，这里有崇文重教的坚守，这里还有拼搏延
续的传承。每一个石狮的游子，在自家老宅古厝里都能找到回家的感觉。

日前，《石狮市华侨建
筑保护利用三年专项行动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印
发，将通过全面普查、建立
多层次保护体系，做好华侨
建筑的保护活化利用，以此
凝聚石狮籍海外游子的乡
愁记忆，维系好广大石狮籍
侨胞的精神血脉和情感纽
带，更好激发其爱国爱乡之
情，助推侨商回归。

《方案》所述华侨建筑，
是指在石狮市境内能够体
现海内外紧密历史文化联
系和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
育意义以及历史价值的代
表性涉侨建筑，包括已经公
布为传统风貌建筑、历史建
筑、文物以及特定意义的建
筑。为更好延续石狮侨厝、
侨居、侨村传统文化和历史
风貌，构建系统性、整体性
华侨建筑保护体系，创建华
侨建筑保护利用“典范城
市”，我市将重点做好普查、
认定、保护、活化等工作，在
2024 年 11 月底前，基本建
立华侨建筑名录，聚力打造
华侨建筑风貌展示区（点）；
至 2025 年，形成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保护与活化利
用经验。重点工作包括：

组织全面普查，落实规
划保护。开展全域华侨建
筑资源专项摸排，按照“分
类分档管理”原则，构建华
侨文物建筑、华侨历史建
筑、华侨传统风貌建筑及特
定意义的华侨建筑 4 类管
理台账，充分掌握散布全市
各处的我市华侨建筑资源
家底，形成串点连线保护利
用示范带。2024 年 6 月底
前，完成专项摸排工作。配
合做好《泉州市华侨历史遗

存保护条例》制定，开展石
狮市华侨建筑保护利用管
理机制研究，提出解决思路
和路径。

分批认定公布，落实保
护责任。按照“应保尽保”
原则，对符合条件的涉侨建
筑，按程序列入华侨建筑名
录予以公布、挂牌、建档测
绘。具有一定历史保护价
值的华侨建筑，按照有关规
定和标准认定公布为文物
保护单位、历史建筑或传统
风貌建筑，实施动态管理，
每年开展法定保护对象建
档公布补充工作。2024年
11月底前，完成华侨建筑名
录的公布。所有权人和使
用人负责日常管养和维护
修缮，属地镇（街道）负责督
促指导，所在村（居）予以协
助。

简化申请手续，做好确
权认定。考虑到一些华侨
建筑权属关系复杂，影响日
常管养修缮，《方案》提出由
不动产登记部门采取容缺
预审、分类处置等方法，简
化确权认定工作。对产权
涉及海内外继承关系清楚
的，由登记机构按规定予以
办理，并作为修缮申请主
体；对产权复杂、继承关系
难以认定的，经其权益利害
关系人或家族理事会（基金
会）申请，经所在村（居）民
委员会确认公示后，可作为
修缮申请主体（代管人），原
权属关系不变。

重点保护提升，创新活
化利用。围绕串点连线成
片思路，打造试点展示项
目，每年策划实施 10 栋以
上零星华侨建筑修缮；1个
华侨建筑群重点保护提升

项目，重点实施华侨建筑修
缮、周边环境风貌整治、功
能业态提升、活化利用等提
升任务，2024年底前全面完
成第一批试点示范展示项
目。符合奖补标准的，泉州
市级将按照每栋5万元、每
个建筑群50万元的标准予
以补助，本级统筹配套修缮
专项奖补资金。对于历史
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名录中
的华侨建筑，可申请省级奖
补资金15万元至25万元。
其间，同步做好古建筑修缮
技艺传承人和传统工匠培
训、培育。

同时，鼓励和支持保护
责任人利用华侨历史建筑
和传统风貌建筑开办展馆、
博物馆、传统作坊，探索植
入现代功能，通过发展文化
创意、旅游产业、地方文化
研究等方式进行保护和合
理利用。

发动各方参与，做好
挖掘推广。探索将华侨历
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权
属流转或委托给村（居）民
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
国有企业等经营管理。支
持成立华侨建筑保护利用
理事会、家族基金会，引导
企业、社会组织、热心人
士、海外侨胞和侨眷侨属
等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资
助、服务或投资等方式参
与华侨建筑的保护与利
用。同时，启动编制华侨
建筑、传统建筑系列丛书，
全谱系解读华侨建筑与海
外游子深厚的家国情怀纽
带关系，2024 年底前完成
编制工作，泉州市将对编
制成果进行审查，按照 10
万元/册予以补助。

一座老屋联结着海内外的至
爱亲情，一个家族蕴含着几代人的
执着坚守。

色彩艳丽的燕尾脊、精美绝
伦的石砖、纯手工制作的石雕和
砖雕构成一栋典型的闽南特色古
厝……3 月 12 日，记者走进位于
蚶江镇莲埭莲西龙津北21号“朝
阳生辉”老屋，感受闽南传统建筑
魅力的同时，领略从这栋老屋里
走出的数代侨亲海外接力奋斗史
和家国情。

春风拂面，扶风而行。静谧的
村庄里，这栋仅一层的华丽老屋显
得特别出众，精美的窗雕和石雕，
把老屋点缀得美艳动人。红砖和
石雕装饰着窗户，屋顶中间是一只
雄鹰，使老屋更加气派。屋门楣上
镌刻的对联，寄寓着祖先对子孙的
谆谆教诲。“风和日暖”“晋渠水源
永长流”“莲江泉清保丰年”……期
望良好的家风世代相承，是“朝阳
生辉”老屋先辈对子孙后代的期许
和要求。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六十年
光阴如昨，“朝阳生辉”老屋依然紧
紧系着乡愁。一只鸟儿从屋前庭

院中繁茂的盆架子树飞掠而过，摆
动着双翅，仿佛穿过时间的沙粒，
回望着这栋老屋的过往。

老屋大院围墙上的《修葺题
记》记载着“朝阳生辉”老屋的前世
今生。老屋坐落在莲埭东间林氏
宗祠西北面，造型为“三开张四榉
头双护龙”。20世纪60年代初期，
由远赴南洋、旅居菲律宾谋生的侨
亲林水泉遵照母亲的意愿出资兴
建，完成主体及东护龙建筑。因老
屋择良地依山坡而建，朝迎旭日，
暮披晚霞，仁智兼收，故称为“朝阳
生辉”厝。

据介绍，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和许多石狮人一样，林水泉远离
家乡漂洋过海到菲律宾打拼。林
水泉有着励志的一生，他在菲律
宾艰辛创业，靠经营餐馆生意起
家。当他的事业日渐繁荣，遂随
母亲的意愿，回乡盖起了“朝阳生
辉”厝。80年代初期，其弟林水荣
向菲律宾的嫂子争取资金支持，
加之省吃俭用，又完善了西护龙
的建造，房屋更具闽南建筑风
格。家人居一屋檐，和睦相处，其
乐融融，兴顺有加。

“我和林嘉南等兄弟姐妹都是
在‘朝阳生辉’老屋出生、长大的，
跟这栋房屋有着很深厚的感情。”
林水荣的后人林育群告诉记者，老
屋承载着他童年无尽的欢声笑语，
小时候与兄弟姐妹一起玩耍，一起
读书，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童年时
光；现在，兄长、兄弟和侄子们在外
工作，很少可以聚集在一起，唯一
可以让他们有共同话题的是这栋
一起生活的老屋，见证他们童年的
记忆，是他们快乐的开始。每年，
远在菲律宾、泰国的兄弟姐妹和晚
辈们都会抽空回到故乡相聚。可
以说，“朝阳生辉”老屋不仅凝聚着
家族的智慧与心血，隐藏着优良美
德和敦睦家风，而且承载了丰富的
家族历史和家族记忆，成为衔接他
们兄弟姐妹情的纽带。

岁月推移，春秋代序。历经数
十年的雨打风吹，老屋尽显沧桑。
因年久失修，屋顶、屋内的墙壁和
木门受损。“2016年，在保持老屋原
貌的前提下，对它进行全面修葺。
能完整地将老屋保存下来，是我们
兄弟姐妹共同的心愿。”林育群说，

“老屋修葺历时2年多，包括屋顶混

凝土结构、全屋防水系统、照明及
添置古典家具等在内共投入200
余万元。如今，老屋院落门檐修
旧如初，重焕光彩，熠熠生辉。”

一砖一瓦垒筑了一个家
族的愿景，一草一木承载着
数 代 人 心 中 最 温 暖 的 记
忆。布满岁月痕迹的“朝
阳生辉”老屋，不仅反映
了一个时代人文建筑相
互交融、和谐共生的魅
力，更是饱含了数代侨
亲艰苦创业、热爱故
土的深切之情。受
先辈及家族优良家
风影响，林金山、林
嘉南以及林少怀、
林扬刚等从“朝
阳生辉”老屋走
出的新生代侨
亲 遍 布 菲 律
宾、泰国接续
奋斗，有的
还 成 为 著
名侨领或
海 外 知
名人士。

在古浮村东房，有一座村里最
大保存最为完好的“闽南红砖”古
厝。这栋古厝建于20世纪初期，有
上百年的历史。古厝为当年蔡松柏
到菲律宾打拼回乡盖的。这栋古厝
至今共住过六代人，现在人们习惯
称它为“松柏居”。20世纪50年代，
古厝曾被生产队、民兵部、紫菜场，
乃至卫生所、小学等单位用作办公
和教学场所，还曾经借解放军临时
住宿。当年古厝人来人往很热
闹，但由于人多也对古厝造成一
定损坏，比如屋檐下方的瓷塑
就被顽皮的小孩用竹竿捣毁
了。近年来石狮市积极推动
古厝保护，古浮村也提出打
造“慢生活”体验区的规划，
百年古厝“松柏居”被列入
优秀建筑保护对象。

2018 年，蔡松柏曾孙蔡荣煌专
程由香港多次返乡维修祖厝，历时
近一年。修缮后的古厝，重焕往日
生机与活力。2019年 10月 1日至7
日，古禾文化促进中心牵头，在古厝
举办了一次“古浮画师画古浮”油画
展，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同时，
古浮村依托“白鹭、海岛、宗教、渔
港、沙滩、闽南古居、大排档、古浮紫
菜、侨乡文化”等这些千金难买的旅
游资源，注重协调村落周边自然环
境与人文环境的关系，在修缮和维
护好生态原貌的基础上，依托古浮
村落自身的地域文化、传统技艺、民
风民俗等文化资源，适度开发文创、
旅游等，确保古浮传统村落的生态
价值和经济文化价值共同实现，让
传统村落“活”起来，展示古浮的人
文历史特色，留住乡愁。

日前，石狮市锦尚镇东店村观海
楼家风家训馆被命名为第六批泉州市
家风家训馆。

观海楼，顾名思义是思念海外的
亲人，如今七十载，该楼依然风姿卓绝，
里里外外都隐藏着闽南民间文化的传
承密码，所传家风家训，或热烈亲切、或
质朴无华、或饱含深情，钢筋水泥结构
配上闽南红砖、南洋花砖，异域风情与
闽南文化交相辉映，烙下深深的“乡愁
印记”，彰显东店华侨开眼看世界的胸
襟。

据悉，东店村观海楼家风家训馆
以傅氏三兄弟为起点，登观海楼可望
远、可望海，既有胸怀大志之气概，也有
思念海外亲人之情义。传承家文化，千

里共同途。观海楼建成之时，傅氏三兄
弟中的大哥傅维埕就刻下垂训，要求子
侄后代以孝悌为百行之源，以孝悌、宽
和、诚实、庄敬为立身大节、处世良箴。
其深厚的家风家训文化和独特的馆舍
特色脱颖而出，馆内展示了东店村丰富
的历史文化和家族传统，通过图文并
茂的形式，生动展示了家族的奋斗历
程、传统家风的传承以及家训的智慧，
让参观者亲身感受到东店村深厚的家
族文化底蕴。

东店村将以观海楼家风家训馆
为载体，为该村“番仔楼”的保护注入
新的活力，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品味家
风家训的独特魅力，让这座“以孝立
家，正风传家”的番仔楼焕发新生。

“朝阳生辉”老屋:见证数代侨亲海外接力奋斗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