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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贞堡，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位于永安市槐南
镇洋头村，最近安贞堡背面

“佘坂里”山坳中，出现一片
青瓦木构民宿，环形步道初
现雏形——这里在建设“古
建+田园综合体”旅游休闲
项目，最前方的一栋古民居
正在修缮，夯土成基，卵石
铺面，砌沟排水，房子仅一
层，木质围墙、门头低矮，酷
似日韩民居。

“这是我迁建来的清代
民居，是典型的三明地区古
代院落。”永安恒裕堂民间
展览馆馆长罗上层说。

罗上层，致力于研究、
保护、开发闽中民间古建
筑，让古建筑“活“起来，20
多年来付出了不少心血。

收藏迷爱上古厝
脑门光亮，一身宋服，

罗上层就像他的恒裕堂展
览馆一样，充满着一股“古
早”味。

展览馆就在安贞堡旁
洋头村公路边，四层楼，立
面嵌着一扇扇木花窗，顶层
飞檐翘角，相当别致。全馆
总面积1200平方米，古代石
雕、木雕、民俗用品汇聚一
堂 ，令 人 目 不 暇 接 ：元 代

“世代有余”佛教净手盆，明
代宗教故事栏板，清代建筑
柱础、门柱、栏板、漏窗、科
举捷报、牌匾、桌案、雕梁、
门扇；民间地契、婚约、红色
票证……“这‘千蛛扫去’挡
水墙壁画，比安贞堡还早。
这些红军标语是本地废弃

民房墙上迁下保护起来的
……”罗上层说。

罗上层从小就喜欢家
乡的老古董。高中毕业后，
到乡镇企业上班，后来自己
创业，但他一直迷恋收藏，
20多年积累了数千件藏品。

“ 是 国 家 倡 导 文 化 复
兴，让我走进了古建筑这一
行。”罗上层说。

2014 年，罗上层在安贞
堡景点旁开了一家古玩店，
取名“聚宝斋”。2016 年 4
月，一位韩国古建筑专家来
到聚宝斋寻宝，罗上层坦诚
相待，两人一见如故，成为
朋友。

这位韩国古建筑专家
原本以为中古时代的木结
构建筑大多保存在日韩，到
了槐南一带惊叹，三明地区
院落式民居才是中国南方
早期木结构建筑的正宗，保
留着唐宋风格。

罗上层听了茅塞顿开，
经这位韩国专家介绍，他结
识了不少浙江、上海等地的
古建行业精英，就此走上了
古民居收藏之路，就连杭州
人爱穿的宋服也成了他的

“标配”。
院落式古民居：三明之宝

闽中传统院落式民居，
多建于清代，普遍立面素
雅、装饰淡泊、屋面低矮、结
构简练、用材敦拙、布局灵
活，有的还有干栏。“我小时
候 就 住 在 这 样 的 老 房 子
里。”罗上层说。

三明城乡有不少传统

民居，由于年代久远，无人
居住，或面临倒塌，或雨淋
虫蛀，变得千疮百孔、面目
全非。这些别人看不上的
老房子，在罗上层眼里处处
是宝。在专家指点下，他抢
救收藏三明古民居。每购
得一座老宅，他都细细拆
下，标记出每一个构件，以
方便查找、重新组装。

他把原来打算做民宿
的三层洋房改建成四层楼
的“恒裕堂”展览馆，顶层是
迁建来的一座清代穿斗木
房，原来已陈旧破损，经清
洗整修，焕然一新，古建筑
同行见了都赞不绝口。

去年2月10日，罗上层的
“恒裕堂”展览馆正式开馆。
不久，上海合合堂设计事务所
设计总监许鉴，福州大学建筑
学院人居环境研究所教授、文
博研究员李建军相继前来参
观。两位专家对罗上层用心
收藏古建筑精美构件和民俗
风情等藏品、竭力抢救保护特
色古建筑、筹办展览馆的做
法，给予了积极评价。

许鉴说，三明是研究中国
传统建筑的宝库，三明地区土
堡体量巨大、形制独特，越来

越有知名度，但从某些程度而
言，更有价值的是遍布三明乡
村的普通院落式民居。这些
民居虽然建造历史不长，多数
为清代所建，但无论建造方
式、结构工艺或美学呈现，都
保有中古乃至上古中国建筑
的特征，在中国各地现存的古
代民居中无出其右，可谓弥足
珍贵，堪称中国南方早期木结
构建筑的活标本。

近些年，古建筑迁建保
护受到不少地方的重视。但
不少地方并没有“修旧如
旧”，一些古建筑迁建中，多
建设两层的近现代木构楼，
刷上白灰，当成古民居。有
些人认为，闽中传统院落式
民居不够华丽；有的嫌老房
子低矮，整修或重建就刻意
加高屋面。

“这样做，房子一高，智
慧就矮了，祖先并非不会造
高屋阔宇，而是用一种最合
适的尺度丈量着天、地、人之
间的关系，体现着对山川的
敬仰，天人合一，这是东方式
的 高 古 的 自 然 观 和 处 事
观！”许鉴认为，“三明地区
的古代院落民居建筑遗产是
三明之宝，不但连结着高古，

还呼应当下，既有古代智慧，
也有现代人追求的自然与和
谐，是三明不可多得、可供深
挖的文化资源，文化名片、文
化品牌。”

让闽中古厝走向全国
时下三明留存完好的院

落民居已不多，整修重建中
有意识地保持原有格局和面
貌者更属凤毛麟角，位于槐
南镇西华大垅白泉坑的罗氏
宗祠则是其中之一。

罗氏宗祠建于清代早
期，面积 400 平方米，三合
院，是保留了唐宋遗风的古
建筑。许鉴发现，槐南罗氏
祖宅不但建筑完整，且维修
后保有古制的低矮木质围墙
和门头，难能可贵！

“老祖宗传下这么好的
古建筑，要好好保护！”一席
话，让罗上层醍醐灌顶。

就这样，罗上层进入古
民居异地重建保护的行当。
他与家人成立了安贞堡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组建古建筑
施工团队，施工团队由永安、
大田等地的老木匠、石匠组
成，年龄最大的 70 多岁，最
小的也有60多岁，他们的有
些修复技艺濒临失传。

罗上层的团队具备两本
古建筑修复资质证。几年来
团队参与山东青州广福寺、
上海宝龙集团美术馆部分展
厅、浙江台州灵岩寺、宁波报
德寺、浙江丽水景宁畲族自
治县旅游区的福建特色四合
院、宁化县湖上镇蛟湖山庄、
大田广平五龙山百香书院等
10 多座建筑工程的建设、修
缮，让沉睡多年的老宅焕发
新生。

“舍得”守护地方文化
罗上层的仓库里存放着

20 多座老宅的构件。一面
收藏古厝，一面迁建，急需资

金，有人劝罗上层，把一些藏
品卖了周转。罗上层听了，
只是笑笑。他希望自己的藏
品能够留在永安，助力家乡
文化、旅游事业。

“舍得”是罗上层的网
名。做人和收藏，罗上层都
坚守“舍得”这个原则。2016
年 2 月，他将清代嘉庆元年
（1796 年）的“盛世耆英”和
清代嘉庆二十年（1815年）的

“璠玙永绍”两块牌匾，捐赠
给永安市博物馆。去年 7
月，将清康熙五年“德馨上
祝”捐献给大田县博物馆。
有位福州客人在恒裕堂里发
现了祖传的牌匾，罗上层也
无偿送还。近年来，他多次
捐款给槐南镇洋头村小学，
用于添置教学设备。他与永
安燕西街道下渡村共建东南
文化交流中心，共同保护下
渡的红色文化，每月18日的
收藏品交流会，他都慷慨支
持。

为家乡留下古厝“地标”
能否把闽中院落式古民

居就地安家？这也是罗上层
多年的期盼。

去年，槐南镇在洋头村
旁实施“佘坂里古建+田园综
合体”项目，规划面积 200
亩。项目依托国家文物保护
单位——安贞堡的区位优
势，对接安贞文化品牌，保护
性迁建古民居建筑群，建设
多功能生态山地公园，开发
民宿、农耕体验等旅游。如
今，罗上层将一栋当地传统
古民居迁建于此，让古民居
群有了“地标”。

“让古建筑活起来，要讲
好古建筑故事，让每一个构
建都有看头，有话说。”罗上
层说。

眼下，他正着手对恒裕
堂陈设进行重新布置，下一
步对接安贞堡旅游，让这里
成为旅游景点，与环山步道、
佘坂里古建民宿结合，一道
做活古民居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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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闽中古厝活起来
——访永安“恒裕堂”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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