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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流落到日本115年
的清道光十一年 （1831 年）
版 《尤溪县志》 回归故里。

“近3个月的辛劳终于有了好
结果，我如释重负。”在清道
光版 《尤溪县志》 复写件回
尤交接仪式上，福建省三明
市尤溪县乡贤徐开钦难掩兴
奋之情。

徐开钦是尤溪县西滨镇
雍口村人，日本国立东北大
学硕士、博士，现任福州大
学土木工程学院特聘教授，
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兼任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客座研
究员。这位主要从事流域水
环境综合管理相关研究的教
授，怎么会与清道光版 《尤
溪县志》发生联系？

“2017年以来，县党史方
志室特别重视旧志的整理。”

《尤溪县志》整理点校工作小
组成员丘山石说，这些年他
们通过各种渠道寻找缺失旧
志的蛛丝马迹，先后寻找并
点 校 了 明 嘉 靖 版 《尤 溪 县
志》、明崇祯版 《尤溪县志》
和清乾隆版《尤溪县志》。

他们点校后发现，清乾
隆 四 十 一 年 （1776 年） 到
1927 年间的旧志缺失。几经
搜寻，查阅 《福建省旧方志
综录》，发现清道光十一年
（1831年）版《尤溪县志》孤
本尚存于日本静嘉堂文库，
正好可以弥补这部分缺失。

“找到徐开钦教授是机缘
巧合。”丘山石说，今年5月
1日，他与洪周佐、纪秀珍夫
妇参加尤溪紫阳诗社在西滨
镇华兰村象山堂的文学创作
活动，巧遇徐开钦，便提起
此事，徐开钦当即表示愿意
帮助查询。

日本静嘉堂文库属于日
本三菱财团私有产业，一直
不对外开放。只有极少数专
家学者曾被允许进入过，且
必须接受严格的申请程序，
能进入阅书者，寥寥无几。

“刚开始，这事到底能不
能办成，自己也没把握。”徐
开 钦 说 ， 父 亲 和 弟 弟 知 道
后，也鼓励他一定要尽最大
努力办好这件事。

家乡的事，徐开钦格外
上心。然而，自己目前在国
内 ， 不 便 到 日 本 。 思 来 想
去，他只能多方寻求朋友帮助。5月7日，他打电
话给两位在日本的大学教授，了解到，因疫情关
系，文库每周仅开放一天，还要事先进行书面申
请，得到许可后方能查阅。随后，徐开钦联系好
友日本泉州商会副会长林俏阳，帮忙将旧志拍照
或者复印回国，林俏阳爽快答应。

“我们通过打电话、发邮件多次尝试，10多天
的沟通都没结果。”徐开钦说，我们不放过一丝机
会，后来在一份邮件里加上了这样的内容：尤溪
县想整理点校县志，需要以此书为参考，时值

“日中国交正常化 50 周年”，希望予以大力支持。
他还在邮件后加上了自己的签名。此后，文库方
面改变了态度，开始配合。经过多番沟通，文库
最终通过预约申请。

6 月 16 日，是林俏阳预约阅览的日子。展现
在眼前的 10 册线装古籍每册都很轻。封面光滑，
像是牛皮纸。里面的书页，有的很薄，有的稍
厚。书页已经泛黄，有个别地方磨损严重，不过
总体保存完好。7月2日，林俏阳再次发来信息，
说旧志复写件收到。徐开钦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
一半。

此后，经过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和日本福建
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吴启龙的帮助，10 册共 716
页的复写件被吴启龙从东京带到杭州。7 月 24
日，徐开钦带着夫人郑红卿，从福州开车到福清
接回了“宝贝”。7月28日，他们把“宝贝”郑重
地送回故里尤溪。

“清道光版《尤溪县志》回国，这是尤溪文化
界的喜事、盛事！”尤溪县党史方志室主任郑荣坚
感慨不已，“特别感谢这些爱国爱乡爱家、有情怀
有担当的热心人士！接下来，我们要着手旧志的
点校事宜，补齐这段缺失的历史，以飨读者。”

（来源：中新网）

修旧如旧，力保原汁原味

潮州古城牌坊街载阳巷，夏夜晚风
中，写着“载阳”红字的竹编灯笼灯影幢
幢。推门而入，院内灰瓦木墙，灯明几
净，绿树掩映，自然朴拙之气扑面而来。

这座在古城核心街区闹中取静的清代
古宅，保留着潮州传统民居“四点金”建
筑风格，也是潮州古城中第一家由古宅改
造开发而来的民宿——载阳客栈。

载阳客栈创始人廖奕铭是地地道道的
潮州古城人。1956年，他的爷爷，时任泰
国龙华佛教社社长廖振祥出资为廖氏家族
购置了这座始建于清代中期的“大夫第”宅
院。买下老宅后，廖氏家族全家都居住在老
宅里，最多时有二三十人。随着时代变迁，家
族成员陆续搬离老宅，2006年，廖奕铭一
家也搬出院子，古宅就此空了下来。

“有一次，我回到古宅看看，推开门，
看见树根从房顶蔓延到了地上，屋顶长满
了野草，有的墙也摇摇欲坠。那一刻，我
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廖奕铭说，“我的家
人都不愿看到祖辈辛苦留存的古宅断送在
自己这代人手中，希望能留住古宅作为

‘家’的生机和活力。”2009年，他征得家
族一致支持，投入约 100 万元，秉持“修
旧如旧”的理念对祖宅进行全面修缮，尽
可能地保留原有的建筑风格，适度增添富
有潮州特色的文化元素，创办载阳客栈。

此后，廖奕铭一头扎进了潮州古宅保
护开发领域，陆续承接新的古宅“活化”
项目。“10余年来，我陆续承接了10来个古
宅‘活化’项目，慢工出细活。我希望尽可能
地结合古宅本身的特色，因地制宜进行改
造，让古宅重返青春。”廖奕铭说。

载阳客栈所在的牌坊街是潮州古城文
旅特色区的中轴线，23座古牌坊串联起51
条古街巷。在牌坊街家伙巷11号，还有一
座“大夫第”。这座清末老宅保留着“三
门、四厅、五天井、八卧室”的潮州古民
居“虎爬狮”格局。院落门前遒劲有力的
楷书石刻“大夫第”门匾格外显眼，老宅
房梁上层层叠叠的金漆木雕写满岁月痕迹。

老宅原主人李雨霖是清末知名潮商，
在民国时期曾担任潮安商会会长。2017
年，黄森迪与 9 名李家后人协商后接手这
座古宅，创办喃妙民宿。

“现在房梁上精美的金漆木雕，都是我
自己一块一块从糊住的墙皮里清理出来
的。”黄森迪说，“老宅的改造方案全部是
我设计的，力求既保留古宅的原汁原味，
又增加符合现代需求的生活设施。”经过一
年的整修，喃妙民宿在 400 平方米的老宅
中划分出 7 间现代雅致的客房，保留了老
宅的整体格局和绝大部分古迹细节。

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
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2017 年以

来，潮州启动“百家修百厝 （祠） ”工
程，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式，多
渠道筹集资金，创新文物保护修缮机制，
实施古城一批文物修缮工程。目前已完成
海阳县儒学宫大成门、大成殿、双忠庙、
真武宫、唐伯元故居、下东平黄宅等文物
修缮工程。

“当前，潮州古城的总体保护情况良
好。古城内的 16 条骑楼街、数百条古街
巷、4个历史街区等城市肌理和历史风貌保
存得较为完整。”潮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
家委员会委员吴志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介绍，潮州市政府启动古城街巷“微更
新”和“百家修百厝 （祠） ”工程，改善
市政公共基础设施，发挥了重要“杠杆”
作用，“撬动”了民众自发进行古宅保护修
缮的热情。古城原本已迁出的居民出现一
定程度回流，民宿、茶馆、商业档口等

“活”业态进入古城。如今，古城内已有
200 余家民宿，许多老宅不仅得到保护修
复，更在活化开发中重现昔日繁荣。

活化古宅，传播潮州文化

“不到甲第巷，就不算来了潮州古城。”
太平甲第乐苑创始人周钦松笑着告诉记者。

明清时期，甲第巷是潮州仕宦商贾名
门望族的聚居地。不足 200 米的巷子里，

“大夫第”“资政第”“儒林第”等匾额透露
出宅院原主人的身份和品位。近代以来，
许多出海打拼、有所成就的华侨华人在这
里购置房产、阖家聚居。一条甲第巷，蕴
藏着潮州的历史文化积淀，也体现了潮州
古城的文化变迁脉络。

民国时期，周钦松的父辈大多出海创
业。1921年，周钦松的叔叔买下甲第巷一

座 200 多平方米的三进院落，全家由此在
甲第巷安家。2013年，周钦松征得全家人
的一致同意，开始全面修缮祖宅。把祖辈
留下的文化遗产传承发扬，是周钦松全家
的共同心愿。基于这样的初衷，热爱潮州
地方戏曲潮剧的周钦松把祖宅打造成潮剧

“俱乐部”，取名太平甲第乐苑。
“一开始，甲第乐苑主要由我的三五个

潮剧票友组成，你出音箱，我出场地，他
带一包茶，就这样拼凑出一个潮剧表演团
队。周围的街坊邻居、远道而来的游客来
看戏喝茶全都免费。”周钦松说，后来，越
来越多潮剧爱好者闻讯前来。大家商议采
取会员制，每人每年交一定金额的会费，
用以维持乐苑平时演出、喝茶、维护的日
常开销。乐苑的会员团体就这样自然而然
地发展起来，现在已有80多人。

“我们现在不仅每天在乐苑里表演潮
剧，每年还定期参加市里举办的文化活
动，开展文艺下乡活动，让潮剧从戏台走
向更广阔的天地，让更多人了解潮剧、爱
上潮剧。”周钦松说。

古宅的活化利用，不仅延续了古宅的
生命活力，更为潮绣、木雕、潮剧、工夫
茶、潮州菜等潮州特色地方文化提供了展
示窗口。在积累了载阳客栈的成功经验后，
廖奕铭将一栋民国骑楼修缮打造成载阳茶
馆，并引入潮剧潮乐表演、工夫茶等潮州味
十足的文化活动。此后，他还在古城中尝试
开创酒馆、潮州菜体验中心等新业态。

2019年，中国侨联“寻根之旅”夏令
营广东潮州营在载阳客栈举办。10天的行
程里，来自海外多国的华裔青少年在载阳
客栈、茶馆感受潮州传统民居生活，体验潮
乐、潮剧、潮绣等潮州文化，学说潮州话，品
尝潮州菜，共饮工夫茶。关于潮州古宅的
崭新记忆由此传递给华侨华人新生代。

“潮州市此前的古宅保护为如今的文旅
产业发展涵养了宝贵资源。”吴志敏说，古
城中平常的物价、满满的烟火气，让潮州
古城旅游多了一种“来朋友家做客”的亲
近感——远道而来的游客就是潮州的客
人，来潮州游玩对潮州居民来说不过是

“多一副碗筷”。游客能更好地与当地居民
交流沟通，亲身实地感受潮州文化。古城
的“实诚”和“亲切”，是潮州信用文化的
体现，也为潮州文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软支撑”。

承载回忆，寄托悠悠乡情

“一座座古宅是潮州侨文化的生动写
照，蕴含了海外华侨华人落叶归根、回报
桑梓的传统思想，也成为纾解海外游子乡
愁、联结海内外同胞乡情的文化符号。”潮
州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说。

今年69岁的周钦松至今仍记得，小时

候最开心的事就是蹲在老宅门口，等待送
信人背着白色的大布袋挨家挨户送侨汇
券。“我的老叔、阿叔、姑姑都是在老宅里
长大的，老宅最多的时候住了不下 30 人。
出国后，他们会定期给我们寄侨汇券。到
现在，他们每隔几年都要回家看看。因为
这里有他们的根。”周钦松说。

“小时候，每到大雨天，我和姐姐们就
把院子天井里的排水口堵住，等着雨水在
院子里蓄成一个小池子，我们折了纸船放
在池子里游……”廖奕铭回忆，这座老宅
留存着他所有的童年回忆，也承载着他们
全家的家族记忆。

2016年，廖奕铭筹办了一场廖家搬入
老宅60周年纪念聚会，家人们从泰国、新
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汕头、韶关
等海内外多地回到祖宅。“无论身在何方，
离开家乡多久，每个人都有和祖宅相关的
记忆。这个院子就像一个容器，让我们的
亲情和乡情有了寄托，有了一个真实存在
的容身之所。”廖奕铭说。

“我是古城里长大的孩子。我慢慢长大
了，老宅好像也渐渐‘老’了。门窗坏
了，墙倒了，水电不方便，停车没处停，
那个曾经让我们爱得不行的老宅，现在好
像碍着我们了。”黄森迪说，“我修缮开发
老宅，不是把它作为一门生意，而是把它
当作自己的家，让它依然保持着家的氛
围，唤起大家的意识——老宅是个宝，我
们一起传承爱护它。老宅虽老，但永远是
我们的精神家园。”

保护古宅需要政府和民间合力，也离
不开当地居民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参与。据
潮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1986年潮州市列入第二批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以来，潮州市对历史文化街区、
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历史建筑均实施
挂牌保护。同时，住建局及时印发相关通
知，持续开展历史建筑测绘建档工作，严格
历史建筑拆除管理，加强对历史建筑的巡查
监管，为古宅的持续保护提供系统支持。

“在潮州古城中，有许多传统民居的产
权构成较为复杂，其中不少涉及华侨华人
的产业。推动古宅保护开发，离不开华侨
华人的参与和支持。”廖奕铭说，最近几
年，越来越多古城居民意识到古宅保护开
发的重要性。希望越来越繁华的古城，能
唤起海外华侨华人对古宅保护的积极性，
更多地关注故乡，回到故乡，参与建设故
乡，让更多侨产古宅得到应有的保护，重
获人气。

潮州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走
在潮州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华侨医院、
华侨学校、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建设，都
离不开海外华侨华人的热心捐赠和积极支
持。在古宅保护开发方面，潮州市也会继续
对涉侨古宅进行排查摸底，将涉侨文物资源
打造成促进乡村振兴、增进海内外文化交
流的载体，吸引海外侨胞共建美好家园。

潮州古宅为华侨华人守住精神“老家”
本报记者 高 乔

广东省潮州市，韩江在城市中心向西
弯出一条和缓的曲线，蜿蜒穿城而过。河
湾西岸，潮州古城枕江而眠，城内街巷交
错，明清古宅、民国骑楼鳞次栉比。

在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有不少
古宅凝聚着海外华侨华人的辛勤结晶。如
今，在侨胞后人的悉心保护和运营中，潮
州古宅仍守着这份盎然古意，为海外华侨
华人留住精神“老家”，也为更多游客呈上
活色生香的潮州文化盛宴。穿过街巷，走
进老宅，品一盏工夫茶，听一曲潮剧，还
有更多华侨华人的历史故事等待人们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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喃妙民宿古宅保留的金漆木雕。
黄森迪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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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 ，
孩子们在浙江省
湖州市德清县雷
甸镇珍珠渔文化
馆参观。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8 月 17 日，
学生利用假期来
到江苏省苏州博
物馆西馆参观游
览，增长知识。

施柏荣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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