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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不在了。每年我都要回嵩口
住几天，因为这里有故乡的样子。”

时隔十年，记者再次来到嵩口，不经意
间听到的一句游客心声，让人为之一动。嵩
口到底有什么魅力？一群“嵩口之友”的回
答不约而同：在这里，你可以触摸中国传统
村落最真实的状态。

2014年，嵩口改造的齿轮开始转动。在
历时十年的“活态实验”中，嵩口被越来越多
人定义为“故乡”，“嵩口模式”也广为流传。
这是一种怎样的模式？这次，我们通过三个
问题解读“嵩口模式”，发现归根结底，这是
一篇“人”的文章。

“在 2800 个类似的古镇
中，嵩口如何破题？”

——留下乡愁，修复改造搭起骨架
“在 2800个类似的古镇中，嵩口如何破

题？”在2014年改造之初，这个问题就摆在政
府和改造团队面前。今天，当它再次被提
起，比起总结出“一二三四”，他们更愿意从
鲜活的案例说起。

先来看一座热闹的“电影庙”。
一头是古庙，一头是电影院，一幢“双

面”建筑，将信俗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融
合。人们可以参拜，也可以观影，还能举办
公共活动，使用率非常高。

而在改造之前，这里最早只是庙宇，后
改为影剧院，再之后闲置荒废了十几年。“拆
掉重新建一座庙！”“建影剧院更好！”在改造
团队进来之前，多方声音吵得不可开交。

“不拆不建，只改！保留嵩口最原始的
风貌。”这是政府和改造团队对“电影庙”作
出的决策，也是“破题”的出路。

永泰县委书记雷连鸣说，那时，在大拆
大建的主流风向下，改造团队带来一种全新
的理念：尽可能留下古镇的原始生活形态，
以“针灸式改造”，细细“调养生息”。

何为“针灸式改造”？台湾建筑师邓海
介绍，识得“经脉”是第一步——建构古街古
镇的空间架构和时空传承关系；“定穴”要准
——重点改善关键的老建筑、公共空间等节
点；“下针”要稳——针对性持续培植当地传
统业态。

邓海将古渡口改造，视为关键一针。“古
渡口对嵩口的意义非同一般。”他说，改造
前，渡口溪边杂草丛生，还有水泥路和石护
栏。在他看来，这更像是种破坏，让古镇的

“气”不断消逝。
拆除石护栏，斜缓坡直铺溪边；水泥路

改为石板小道，恢复亲水平台……这些与其
说是打造新面貌，不如说是让古渡口回到原
来的样子。

一针针精细的改造，让一座座古厝、一
条条古道变了模样……2014年起的 3年里，
古镇陆续实施了50多个改造项目，每一个都
遵循同样的理念。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鹤
形路、“松口气”客栈、龙口祖厝等无一例外。

“如果我们把古镇看成一个人，这个阶
段相当于在搭建骨架。我们以村民需求为
第一优先级，以修复改造方式留下嵩口独一
无二的硬件，让古镇从模糊到立体。”雷连鸣
说。

“是旅游开发，还是古镇
改造？”

——留下村民，融合共生填充血肉
“是旅游开发，还是古镇改造？”十年来，

对于这个当地村民提出的问题，各方力量在
探索“嵩口模式”过程中，回答更加清晰。

改造的头两年，村民有不少抱怨、抵触
声。福州本土城市杂志《HOMELAND 家
园》团队进驻后，以走街串巷、闲话家常的方
式，各种矛盾得到逐步消解。

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家园团队与嵩口本
地人聊祖辈历史、当下生活，并以姓氏或老
宅为单位，梳理古厝故事，观察、拍照并记录
古镇变化，后来集结成册，送到每家每户手
上。

“丫霸丫霸！”和大部分村民一样，在家
门口售卖李干的黄秋兰不善言辞，但提起这
本册子，她用了两句方言来表达感受。可以
看到的是，村民们对改造团队的态度变好
了，从“对面”走到了“身边”。

对家园团队来说，感受更为深刻：村民
的主人翁意识被唤醒，乡村文化自信正在被
点燃。而这，正是“嵩口模式”的第二个关键
——留下村民，让群众成为古镇新生中的

“血”和“肉”。
政府和改造团队在赢得村民支持后，继

而考虑的是，村民在古镇要靠什么赚钱？
原来靠什么，现在还靠什么！走进古镇

横街和直街拐角处的林记竹艺店，73岁的竹
篾匠林登炎正娴熟地削着竹篾，准备编小竹
灯。“前几年老手艺越来越不值钱，同行一个
个都改行了，就剩我还在做。”老林说，就在

他也想放弃的时候，镇党委书记让他在改造
后的古街开店，装修齐全且租金低。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老林开店后，他的
手艺火了。“原来，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买小巧
可爱的工艺品、日用品，听大家的建议果然
没错！”老林说，今年他的店已经开到第8年，

“19岁开始学手艺，没想到 70多岁了还能靠
它赚钱！”

有了安全感、获得感，还要给村民更多
生活的幸福感。“最早的 2650万元省市县配
套改造资金，一半用在了改建、加建污水管
网、管线下地等项目上。”嵩口镇党委书记连
萍说，今天，改造已经从看不见的管网管线，
拓展至看得见的步道、游乐场等。

人们对于嵩口日渐增长的信心，直观
地体现在常住人口的增减上。数据显示，
2013年~2014年，嵩口常住人口呈现下降趋
势，而 2015 年至今，常住人口开始逐年递
增。这意味着，嵩口留住了越来越多的“人
心”。

“嵩口的未来在哪里？”
——留下年轻人，拳拳合力注入灵魂
“嵩口的未来在哪里？”古镇这篇“人”的

文章，最重要的是灵魂。对此，政府和改造
团队的回答再次一致：年轻人！只有他们才
能源源不断为嵩口带来更多可能。

谢方玲就是年轻人的代表。她和团队
为嵩口注入的“灵魂”代表作，是“松口气”客
栈。昨日，记者见到谢方玲时，她正在客栈
和嵩口镇人大主席侯秀华探讨启动“温暖古
镇”的新项目。

学旅游规划专业的谢方玲，凭借着专业
优势，她和团队以全新理念把旧村部改造成
客栈民宿，就连“松口气”这个名字都充满创
意。2015年，知名出版人洪晃来到福州，“松

口气”一炮而红。再后来，客栈屡登央视，又
接待了著名导演张绍林、演员姚晨等大腕，
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游客挤满了古镇的大街
小巷。

一石激起千层浪，客栈的成功成为最好
的广告。

“90后”张育铭2016年回到嵩口，把家里
的老房子改造成了“山木居”民宿。从海员
改行开民宿，自称是“白纸一张”的张育铭，
在政府和前辈的手把手帮扶下，很快就找到
了节奏。

一群人影响一群人，一群人驱动一群
人。如今，张育铭已是古镇有名的“斜杠”创
业青年，既是镇上的好管家好导游，还向村
里老人学了木工活，打造了一间木工坊。

在嵩口，是不是只能做民宿？青年吴婧
诠释了新的可能——嵩口社区公益图书馆。

“图书馆的前身是旧小学，我们当时想
为留守儿童打造一处读书空间，没想到政府
很支持，从策划、设计到施工完成只用了1个
多月。”上周，记者来到图书馆，吴婧正与小
伙伴们一起组织举办嵩口古镇第二届闽台
柿染艺术节。

从 2017年 4月底开放至今，图书馆越来
越“忙”。绘本阅读会、电影沙龙、嵩口故事
会……每年开办的活动近300场。“我这几年
也离开过嵩口，但图书馆没有停业。”吴婧坦
言，她重新思考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最终决
定回到嵩口，“以后你会在更多非遗技艺活
动中看到我！”

再看“嵩口模式”，这篇“人”的文章还在
续写。此次回访，我们发现“嵩口模式”下的
未来，不像 2014年时更多的是“不确定”，现
在更多的是“我们可以”！

历史古镇和传统村落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目前，福建全省有200个名镇名村、1193个传统村落。全省历史古镇和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涌

现出许多亮点，福州永泰的“嵩口模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永泰县嵩口镇曾因古渡口优势繁荣一时，也因城市化冲击一度落寞。2014年，嵩口被列

入全省10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试点项目之一，在省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下，嵩口引进台湾“打开联合”设计团队，依托年轻人，开始了一场“活化实验”。

十年回首，今天的嵩口是什么样子？“嵩口模式”是怎样的模式？含金量几何？为乡村振兴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本报记者深入嵩口，探寻这些问

题的答案。即日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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