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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福州““馆馆””够够 各有精彩各有精彩
专家带你了解海上丝绸之路展示馆、邓拓纪念馆、福州文庙和福州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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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厝里的海丝“船”奇
三坊七巷文儒坊藏着一座饶有味道的

清代民居。它原属于福州历史上有名的商
业巨擘尤氏家族，现在，它是福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并活化利用为一座极具福州特色
的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展示馆，向游客
展示福州在海丝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福泽三山歌永世；船通四海乐无疆。’
这是一副冠首联，上下联的第一个字，合起
来就是‘福船’。横批是‘海不扬波’，寓意海
丝之路平安畅通。这是2017年海上丝绸之
路展示馆建馆时，我为它专门创作的。”福州
闽都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福州市博物馆
理事会成员林山向记者娓娓道出他与海丝
馆的故事。

福州地处闽江下游、台湾海峡西岸，拥
有海上贸易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福州城
内水网密布，城建特色创造了优越的航运条
件。“派江吻海，山水相依”的福州城，自古以
来就是中国沿海商贸重镇，也成为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节点和枢纽。

福船是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元素，它
与广船、沙船和鸟船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船
系。古代航海“水密隔舱”，就是在福船上最
先发明和采用的，这项技术现在被运用到了
航母、潜艇等高科技舰船上。

海丝馆是福建省首座以“福船文化”为
切入点的展示馆。这里展示了上百艘福船
模型，讲述着海丝“船”奇，其中最大的是按
1∶0.7复原建造的“郑和宝船”模型。

林山说，“册封琉球”“郑和七下西洋”
“郑成功收复台湾”等历史场景里，都有福船
的身影。闽人乘着福船闯荡四海，开辟出通
向世界的道路，把茶叶、丝绸、陶瓷等一批批

“福州制造”，销往遥远的异国他乡。

“第一山房”走出“人民新闻家”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马兰花

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希腊语版《奥林匹克
颂》，歌声感动世界。合唱团的创始人邓小
岚是感动中国 2022年度人物，她还有一个
身份，那就是中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无产
阶级革命家、文学家邓拓的女儿。福州，始
终是邓家人心中的牵挂，因为这里是邓拓的
故乡。

在福州乌山东麓——“第一山”北面，有
一栋二层小楼，被称为“第一山房”。这里是
闽都才子邓拓出生、长大的地方。

“院落不大，一石一木，一砖一瓦，一花
一草都记录着邓拓当年的岁月。邓拓的童

年生活清苦，勤于学习，每日天刚亮就要开
始背诵古诗文、练字。庭院中的这个石槽，
就是邓拓小时候蘸水练字的地方。据说，当
时他在地上练字用的笔是自己捆的‘扫帚
笔’。”在邓拓纪念馆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陈风
雨说起邓拓与福州的故事如数家珍。

邓拓少年时饱读诗书，青年时执笔从
戎，一生献给了新闻宣传和革命事业。邓拓
曾担任《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社长兼总
编辑，主编出版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部《毛
泽东选集》。他还在《北京晚报》撰写《燕山
夜话》专栏杂文。

陈风雨介绍，邓拓纪念馆是邓拓故居，
原本是一座老旧的民宅，经整修后于 1994
年辟为邓拓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现为福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福州人民永远怀念这
位可敬的人民新闻家。”陈风雨说。

福州文庙：
见证千百年书香隽永

“我从事新闻工作 20多年了，福州的
大街小巷几乎走了个遍。位于鼓楼区圣庙
路的福州文庙，始终给我一种很特别的感
觉。”福州晚报编委、福州市博物馆理事会成
员雷岩平说，闽都千年文教的缩影隔着这道
棂星门，与墙外的城市光景交相辉映，延续
了 1000多年。即便是走在熙熙攘攘的街
头，仰望这道红墙仿佛仍能听到琅琅读书
声。

福州文庙为何处在这闹市之中？唐大
历八年（773年），观察使李椅将文庙从福州
城西北移建到现在的圣庙路，并实施了福州
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次官方“兴学”行动。除
了改善学习设施，还通过大办祭孔典礼、考
生欢送仪式，来表达官府对读书人的崇尚，
鼓励更多百姓读书、识字。此后，福州文庙
历经几个朝代的扩建，推行“庙学合一”，逐
渐成为福州培养文化人才的中心基地，也是
尊孔崇儒的礼制发扬地，见证了福州这座城
市千百年来的书香隽永。

如今的文庙，成了供福州市民及游客参
观的宝藏打卡点。通过展陈，我们可以一览

“海滨邹鲁”文教的兴盛；看到古代学霸的
“准考证”“录取通知书”；探寻福州 4073位
进士、16位文状元、12位武状元持续“霸榜”
科举的奥秘，还能通过文庙举办的祭孔大
典、拜师礼、公益道德讲堂等，学习传统文化
和祭孔礼仪。

福州文庙作为闽都文脉的重要承载地，
使命仍在延续。更重要的是这座文化地标，
已经走入福州市民的日常，成为美好生活的

一部分。

福州市博物馆：
多样呈现灿烂闽都文化

“福州市博物馆是在1987年创建的，当
时‘寄居’在于山风景区的大士殿里。2000
年元旦，筹建多年的福州市博物馆正式对外
开放，就是现在位于福州晋安区文博路的市
博。”金牌讲解员刘婷婷娓娓道出福州市博
物馆的历史，“3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福州市
博是国家二级博物馆、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福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千年闽都
的灿烂文化在这个极具福州古建筑特色的
空间里，以多样的形式呈现。”

在福州市博物馆，我们可以见到 2200
多年前的祭祀酒器，里面藏着古代福州人和
天地沟通的“密码”。这件近 800年前风靡

福州的时尚单品，出自茶园山南宋古墓。它
见证了墓主夫妻忠贞不渝的爱情，也印证着
古代福州丝制的高超水平。

在福州市博物馆，我们能看到鬼斧神工
的无墨之画、独树一格的白描艺术……大量
的宝藏勾勒出千年闽都的文化肌理，也收藏
着古今福州人点点滴滴的日常。

数字化技术让福州市博物馆的展陈更
加精彩。在“福州城图”，你可以身临其境地
体验 300多年前福州城日出日落的生活场
景；在“数字多宝阁”，你可以多元化“触摸”文
物、聆听“故事”；在“海底隧道”，你可以在水下
沉船里“探宝”，感受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

未来，以国家大型博物馆的标准进行建
设的福州市博物馆新馆将落户三江口，成为
一个闽都文化新地标，继续为广大市民的美
好生活添光溢彩。 （管澍）

福州市博物馆下辖7个古厝展馆，分别为海上丝绸之路展示馆、邓拓
纪念馆、文庙、华林寺、辛亥革命纪念馆、陈绍宽故居、闽王祠。这些展馆
建筑形制各有千秋，展陈内容各有侧重，但都生动地展现着福州这座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魅力。

《福州“馆”够》系列视频特邀4名文博领域相关专家学者、博物馆理
事会成员、博物馆从业者，为福州市民提供不同角度的探馆方式，带领市
民领略福州丰富的博物馆资源。

【福州晚报讯】 17日，“中国船政文
化博物馆海上分馆”授牌仪式，在“探索
二号”科考船上举行。这是中国船政文
化博物馆设立的首个海上分馆。

“探索二号”原是一艘由马尾造船
股份有限公司建造的海洋工程船，2020
年 6月完成适应性改造并首航，成为中
国首艘装载国产化科考装备的载人潜
水器支持保障母船。

该船以船政文化为主题，设计了专
门的展示空间，将48间科学家住舱以历
史上船政建造的船舰名称命名，阅览
室、会议室等陈列了船政舆图、历史照
片等。

“希望烙印着船政文化印迹的‘探

索二号’，承载着船政先贤向海图强的
梦想航向深蓝，将船政‘爱国、科学、创
新、图强’的精神传遍五洲四海。”福建
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在
福州举办为契机，结合“探索二号”科考
船回港时机，设立“中国船政文化博物
馆海上分馆”，实现了船政精神与科学
探索精神一次新的融合与阐释。

“我们希望船政文化随着这艘船传
播到世界各地，让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福
州有这么样的一个地方记录着近代中
国的先进文化。”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名誉馆长陈悦表示。

（马丽清 文/图）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首个海上分馆授牌

“探索二号”科考船
成移动博物馆

““探索二号探索二号””科考船缓缓靠岸科考船缓缓靠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