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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制定名城保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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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去年 3月，在 2023年长三角
及全国部分省市最美公共文化
空间大赛评选中，福州共有 5处
公共空间获得7个奖项。

“此次评选重点关注公共空
间与文化活动的融合性，获奖项
目不仅有博物馆、图书馆、美术
馆等大型文化设施，更有来自社
区、乡村的文化站等基层文化空
间。”作为此次大赛评委之一，张
松指出位于烟台山的大观美术
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
术馆在乐群楼，历史上曾是各国
领事及商人聚会的俱乐部，现在
成为公益性美术馆，为市民增添
了观赏文物和艺术品的场所，为
古建筑活化利用提供了一个良
好案例。”

城市是历史文化积淀和自
然地理风景的综合体，作为一个
有机的生命体，城市也有其自己
的个性。谈及福州的个性，张松
想到了三个字。“首先是榕城的

‘榕’。榕荫满地，这是福州最具

个性的自然生态环境，榕树精神
也恰好能反映福州这座城市的

‘天然’性格。”
他还想到融通的“融”。“福

州地处东南沿海，是近现代最早
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之一，
涌现出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
历史文化名人，不仅影响了福
州、福建，而且在全国也有很大
影响力。”张松说，“最后一个是
包容的‘容’，福州老城区的烟火
气很浓，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
乃大’的胸襟，展现了城市的多
样性和包容性，也为市民的高品
质生活提供了更多可能。在我
看来，福州真是一座宜业宜居宜
游之城。”

目前，福州正在积极推动三
坊七巷、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福
州）史迹和“自强运动工业遗迹：
中国传统社会迈入近代化的摇
篮（船政文化史迹）”等三个项目
申报（或联合申报）中国世界文
化遗产预备名单，曾参与福建土

楼保护规划制定全过程的张松
表示，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官方
网站、旅游手册等，广泛宣传这
三个申遗项目的历史价值和文
化意义，提高公众的认知度和关
注度。同时，通过申遗，建立健
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制定详细
的保护规划和实施方案，确保申
遗的这些文化遗迹得到妥善保
护和合理利用。他表示，无论申
遗结果如何，都可以借此开展一
些实质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工作，让广大居民从中受益。

“文化遗产是先人留给我们
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要传递给
后人的重要资源，它们不仅是经
济资产，更是重要的发展资源。”
张松表示，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化胜迹，福州
也是如此，在不断推进现代化国
际城市建设的进程中，也应重视
并不断增强其独特的文化个性，
让一代又一代人从中体验城市
文化，享受美好城市生活。

张松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资深总规划师，兼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委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委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
分会委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更新学委会副主任委员等。

张松：名城保护规划结下榕城缘
本报记者 林玉和 赖志昌

30 多年前，1991 年版《福州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出炉，
为三坊七巷等历史文化街区划
定了保护范围，确定了保护框
架，张松正是这份规划编制的参
与者之一。此后，他又投身烟台
山历史文化风貌区等多处保护
规划编制，参与福州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相关项目的学术交流，对
福州的城市更新倾注了满怀的
学养与深情。

近日，张松应友朋·榕书院的
邀请，来到福州作了一场主题为
《遗产保护的意义：从古物保存到
城市保护》的讲座。重回故地，看
到三坊七巷、烟台山、上下杭频频
出圈，“古厝游”“文博游”“非遗
游”成为文旅新热点……每一处
可喜变化，仍牵动他的心弦。当
天讲座结束后，张松接受了记者
的专访，讲述他与福州的不解之
缘。

张松是湖北沙市人，与福州
结缘，要追溯到 1990 年。那时，
他在从事城市规划实践多年后来
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师从古建保护领域赫赫有名
的阮仪三教授，开启名城保护规
划理论研究工作。

彼时，城市化的浪潮滚滚而
来，一些地方的古建因城市建设，
面临着被拆毁的命运。为保护古
建，留住乡愁，阮仪三走访多地，
实地踏勘，为地方政府献计献策，
制定保护规划，被誉为“文脉守护
者”“古城卫士”。

那时的三坊七巷也面对同样
的难题，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
代背景下，是保存利用，还是改造
开发？

张松至今还记得，在福州实
地调查期间，阮仪三曾对他们说
过：“要看坊巷格局，全中国只有
福州独一处。”幽静古朴、白墙黛
瓦的三坊七巷，至今保留有古老
的坊巷格局，成为全国城市中为
数不多的活着的“历史文化街
区”。当年，福州市委市政府作出
了正确选择，决定把全市的文物
保护、修复、利用好，不仅不能让
它们受到破坏，还要让它们增辉
添彩，传给后代。保护三坊七巷，
守护城市文脉，制定一份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当时被列入

1991年福州市要办好的七件实事
之一。

受福州市委托，阮仪三带领
第一批 2名研究生、10多名本科
生，来到福州开展实地调查，张松
正是 2名研究生之一。阮仪三带
领团队前后花了两年时间，制定
了《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1991年版），这也成为张松致力
于城市规划和历史文化保护的学
术生涯的起点。

这份规划，对福州而言也
有特殊意义。它是福州 1986 年
获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后制定
的第一份系统性的保护规划，
在这份规划的基础上，福州制
定并施行《福州市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条例》，成为全国历史文
化名城中最早施行保护条例的
城市之一。

张松介绍，1991年版的历史
名城规划前瞻性地提出了“建筑
高度控制”“视线通廊管控”等规
划内容，对福州古城区的建筑高
度进行了限制，规定传统街区应
以低层建筑为主，古城区中的建
筑高度不宜超过 21 米。“1991 年
版名城规划是福州市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的最初版本，对福州
市梳理和认识遗产资源，确定名
城保护的基本框架，有很强的前
瞻引导作用。”

此次来榕，张松也在友人陪
同下，逛了三坊七巷、烟台山、上
下杭等地，这些文旅热门“打卡
地”游人如织，各类非遗体验和
文化演出在街头交相上演，热闹
的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福州
的文旅市场比以前兴旺了好多，
街头的游客也越来越多。”重游
旧地，福州的文旅热度，让张松
有了直观的感受。

“对外地游客而言，福州是
个古迹众多、依山傍海的旅游胜
地，现在也有了不少网红打卡
地。从专业眼光来看，要进一步
壮大福州文旅市场，还要充分发
挥城市的文化吸引力。”张松认
为，历史文化底蕴是一座城市的

魅力之所在，进一步整理、盘活
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挖掘人居
环境和生活社区中留存的文化遗
产的深厚内涵，通过更丰富的展
览、互动体验等方式，能让游客更
深入了解福州的文化底蕴。

“比如说三坊七巷，许多旅
游团在导游的带领下，一般沿着
南后街这条主街购物游玩就结
束了，文旅的纵深感、深度体验
还不够。要往街巷深处走，街巷
中更安静更有趣味的空间其实
很多，其中的业态与沿街店面
比，也有很大差异。”在张松看
来，三坊七巷保存着古朴的街
巷，其中名人故居众多，还有一
些原生态的民居建筑，非常适合

游客深度体验，“可以在坊巷中
寻访古民居中的老居民，通过他
们的口述史，重现当时的生活。”

这些年来，张松始终以自己
的专业眼光关注着福州的发展
变化。当年制定的规划，将福州
古城的格局归纳为“三山鼎立、
两塔对峙、一条历史轴线”，如今
沿着这条中轴线，福州的城市文
脉得以保存、延续，并转化为持
续走升的文旅流量。张松建
议：“三坊七巷、上下杭、烟台山
等历史文化街区，彼此之间还
可加强联动，增加一些服务游客
的指引标识，推出联合线路，形
成合力，共同提升福州文化旅游
的吸引力。”

在友朋·榕书院的大厅里，张松分享遗产保护故事。本报记者 张旭阳摄

讲座现场，观众认真聆听。本报记者 张旭阳摄

福州有自己独特的城市个性福州有自己独特的城市个性

长乐机场枢纽
南进场路主线通车

本报讯（记者 朱榕）记者从左海集团所
属市交建集团获悉，昨日，福州长乐机场综合
交通枢纽配套工程（南进场路）主线顺利通
车。

南进场路项目为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
强链重点项目、省市重点项目，起点顺接福州
机场高速公路，向东北沿机场高速、迎宾大道
布线，终于机场南垂滑道，全长约1.934公里，
按照城市快速路标准建设，设置主路双向 6
车道，时速 80公里，辅道双向 4车道，时速 40
公里。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南进场路项目于
2022年 6月正式动建，先后克服了地下管网
迁改复杂、道路保畅和夜间施工难度大等多
重不利条件，攻克了全路段涉地铁施工、大交
通量下钢箱梁架设等技术难题，历时817天，
实现了主线通车。

长乐机场综合交通枢纽配套工程包括南
进场路、北进场路、地下市政配套工程等3个
项目。地下市政配套工程与机场GTC交通
中心合建，包括国铁F2/F3线车站、预留地铁
车站（长乐机场站）、地下换乘厅等，预计预留
地铁车站于 9月底、国铁 F2/F3线车站于 12
月底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我市首个海岸建筑
后退线划定方案获批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记者从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获悉，《连江县海岸建筑后退线划
定方案》近日获福州市政府批复。据悉，该方
案是福州市首个获批的海岸建筑后退线划定
方案。

方案按照《福建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
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以连江县现状建设用
地、已批或已供用地、城镇开发边界、村庄规
划边界范围等为主要依据确定已建成区，其
余区域作为未建成区，并按照海岸线自然属
性、海洋灾害影响、岸线利用功能、海岸开发
利用现状、生态保护要求、未来区域发展需求
等实际情况划定海岸建筑后退线。

根据方案，连江县大陆海岸线总长
256.34千米，共划定海岸建筑后退区域36处，
后退区域涉及的海岸线长度为19.42千米，占
全县大陆海岸线总长的 7.58%；其中，已建成
区退让距离 0~200 米，未建成区退让距离
200~208米。在海岸建筑后退线范围内，除国
家重点建设项目、规划范围内的港口项目以
及防灾减灾项目建设需要外，不得新建、改
建、扩建其他建筑物、构筑物。

海岸带是海洋与陆地交互地带，具有独特
的资源优势，既是发展的“黄金带”，又是生态的
脆弱区。“该方案的实施将对提升连江县海岸灾
害防御能力、保障海洋生态安全、保护岸线景观
以及维护公众亲海空间具有重要意义。”连江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福州机场航显系统
全面升级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昨日，记者从福州
机场处得知，历经7个月的用心打造，福州机
场航显升级改造项目正式完工。如今，福州
机场值机大厅、候机大厅、安检通道、登机口、
行李提取大厅、行李转盘等多个区域的航显
屏全面升级。

新航显系统结合旅客体验和实际运行需
要通过简洁明了的布局和醒目的重点色块提
示，确保旅客能够迅速捕捉到关键信息，如航
班状态、变更登机口、登机时间等，避免旅客错
失信息。此外，新航显系统中巧妙融入的“福”
文化元素，将福州“一笔福”融入航显设计中。

此次升级还在国内出发C、D岛落地航
显大屏及到达行李提取引导大屏上引入区域
及地图指引，为旅客提供直观的指引。

本报讯（通讯员 游丹虹 记者 莫思予）7
日起，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鼓西派出所组
织开展为期四天的夏夜治安巡查宣防第三次
集中统一行动，针对辖区夏季社会治安规律
和夜间警情案件特点，推进巡逻盘查、隐患清
查、防范宣传。

夜幕中的东街口商圈人头攒动，鼓西派
出所联合银行在达明美食街设置宣防点，警
察小熊、警车玩具等小礼品引人注意。民警
现场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的新案例，在问答互
动中引导群众下载国家反诈APP，同时使用
福州 e体+小程序对周边商铺流动人员进行
逐一登记。

筑牢夏夜防护墙
当好平安守夜人

鼓西派出所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传鼓西派出所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传。。
（（鼓西派出所供图鼓西派出所供图））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林若野 陈堡）随着中国第一款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在全球范围热
销，齐天大圣又“翻红”了。眼下，
闽侯侯官村也正计划立足当地资
源，打造一条融合“猴王”传说和民
俗文化的观光线路。

齐天大圣信俗在八闽大地历
史悠久，早在唐代就开始流传，福
建民间遍布着诸多奉祀齐天大圣
的齐天宫（齐天府）。作为初唐时
期侯官县治所的侯官村也不例
外。据村中耆老所言，当地至少有
三座庙宇在奉祀齐天大圣。

“其中第一座齐天府在侯官
村的龙台山，这座山与赤塘山并
峙，是福州市公布的第一批名山
保护对象。”在上街镇侯官村干部
陈爱东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龙台

山脚下，目光所及处，一座建于
2004 年的水泥山门立于进山的必
经之处。山门最高处篆刻有“龙
台山古迹”“齐天大圣府”字样。
两侧还刻有一副对联，上书“龙台
立巨樟斗战胜佛威镇四海，侯官
村英灵齐天恩泽沛九州”，这些都
是侯官当地村民注重保护民间信
俗的证明。

龙台山海拔不到50米，缓步拾
级而上，不时还能看到村民们登山
健身的身影。登临山顶，是一片不
大的平地，齐天府就建在一株几乎
荫蔽了平台的千年樟树下。龙台
山的齐天府，旧称猴王庙，其始建
年代已不可考，古人或许是看中了
龙台山的好景致和风水，便将当地
信仰的猴王庙建于此处的唐代石
塔前。此后，庙宇历代皆有兴废。

最后一次，据说是抗战时期，与龙
台山石塔一起被日军的飞机炸
毁。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通过
改革开放富起来的村民们，再次集
资建造了齐天大圣庙，庙内供奉
孙、黑、白三位大圣，并在2004年再
次整修。“目前，侯官村还有两处这
样的‘猴王庙’，一处原先建于镇国
宝塔后，后兴建螺女庙时，被奉入
其中共同祭祀；一处在侯官将军庙
中。”陈爱东说，据他了解，在闽侯
县，像这样的猴王庙还有不少，小
箬、上街及七里地区保留着多处供
奉齐天大圣的庙宇，大多都是由位
于福州屏山的祖殿分香而来。

民俗传统文化怎样在新时代
绽放芳华？据介绍，当前侯官村计
划依托龙台山良好的生态和悠久
的文化，邀请专门的机构前来规划

和整治，在这里打造一个龙台山生
态公园，将公园和侯官村内的另外
两处齐天府统合，形成一条民俗文

化和传说游览路线，让当地的“猴
王”信俗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成为
侯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串联当地多处猴王庙，打造观光游览路线

千年侯官点亮“猴王”民俗文化

螺女庙齐天府内的孙螺女庙齐天府内的孙、、黑黑、、白三圣白三圣。。林若野摄林若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