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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往知来，跟着总书记学历史
一片三坊七巷，情系文脉国魂

在 福 州 ， 有 一 片
古 老 街 区 曾 在 习 近 平
的 关 心 下 免 遭 破 坏 ，
这 里 的 许 多 名 人 故 居
也 得 以 完 好 保 存 。 这
就 是 被 誉 为 “ 里 坊 制
度 活 化 石 ” 、 “ 明 清
建 筑 博 物 馆 ” 和 “ 闽
都 名 人 聚 居 地 ” 的 三
坊 七 巷 。 3 月 2 4 日 ，
正 在 福 建 考 察 的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专 程 来 到 这
里 ， 这 是 一 次 跨 越 三
十 年 的 踏 访 ， 也 带 来
许 多 关 于 历 史 的 启
示。

一 片 街 区 ， 从 “
拆”到“保”的历史
印迹

福 州 城 有 着 2 2 0 0
多 年 历 史 ， 三 坊 七 巷
就 位 于 这 座 古 城 的 中
心 ， 由 三 个 坊 、 七 条
巷 和 一 条 中 轴 街 肆 组
成 。 其 中 ， “ 三 坊 ”
指 的 是 衣 锦 坊 、 文 儒
坊 和 光 禄 坊 ， “ 七
巷 ” 则 是 杨 桥 巷 、 郎
官 巷 、 塔 巷 、 黄 巷 、
安 民 巷 、 宫 巷 和 吉 庇
巷。

三 坊 七 巷 始 于
晋 朝 ， 到 明 清 时 期 达

到 鼎 盛 。 古 老 的 坊 巷
格 局 历 经 千 年 ， 仍 然
基 本 保 留 完 整 。 这 里
还 走 出 了 林 则 徐 、 严
复 、 沈 葆 桢 、 陈 宝
琛 、 林 觉 民 、 冰 心
等 灿 若 繁 星 的 风 流
人 物 。 三 坊 七 巷 也 因
此 有 了 “ 一 片 三 坊 七
巷 ， 半 部 中 国 近 代
史”的美誉。

不 过 ， 这 片 人 杰
地 灵 的 宝 地 ， 曾 经 面
临 被 破 坏 的 风 险 。 上
世 纪 8 0 年 代 末 9 0 年 代
初 ， 福 州 市 有 关 部 门
批 准 一 家 房 地 产 开 发
公 司 开 进 三 坊 七 巷 ，
准 备 拆 除 林 觉 民 故 居
的 部 分 建 筑 ， 转 而 建
设 商 品 房 。 刚 刚 担 任
福 州 市 委 书 记 不 久 的
习 近 平 得 知 这 一 消 息
后 ， 要 求 暂 缓 拆 迁 ，
并对故居进行修缮。

1 9 9 1 年 3 月 ， 习
近 平 在 三 坊 七 巷 召 开
了 一 场 文 物 工 作 现 场
办 公 会 ， 他 的 一 番 话
语 重 心 长 ： “ 评 价 一
个 制 度 、 一 种 力 量 是
进 步 还 是 反 动 ， 重 要
的 一 点 是 看 它 对 待 历
史 、 文 化 的 态 度 。 要

把 全 市 的 文 物 保 护 、
修 复 、 利 用 搞 好 ， 不
仅 不 能 让 它 们 受 到
破 坏 ， 而 且 还 要 让
它 增 辉 添 彩 ， 传 给 后
代。”

如 今 ， 三 坊 七
巷 不 仅 是 福 州 市 民 的
骄 傲 ， 也 是 外 地 游 客
的 热 门 打 卡 地 。 行 走
在 三 坊 七 巷 ， 穿 越 古
今 ， 人 们 也 更 加 感 佩
当 年 城 市 管 理 者 的 远
见和魄力。

一 位 名 人 ， 展 现
先进中国人的非凡见
识

三 坊 七 巷 的 郎
官 巷 ， 因 为 宋 朝 的 郎
官 刘 涛 出 生 于 此 而 得
名 。 中 国 近 代 史 上 杰
出 的 启 蒙 思 想 家 、 教
育 家 、 翻 译 家 、 北 京
大 学 首 任 校 长 严 复 ，
就 是 在 这 里 度 过 了 晚
年的最后一段时光。

1 8 5 4 年 ， 严 复 出
生 在 福 州 一 个 医 生 家
庭。12岁那年，他报考
福 州 船 政 学 堂 ， 后 赴
英 国 格 林 威 治 皇 家 海
军 学 院 留 学 。 学 成 回
国 后 ， 严 复 在 李 鸿 章
创 办 的 天 津 北 洋 水 师
学 堂 任 教 ， 培 养 了 中
国 近 代 第 一 批 海 军 人
才。

面 对 中 华 民 族
的 空 前 危 机 ， 严 复 积
极 倡 导 变 法 维 新 。 他
在 天 津 与 人 创 办 《 国
闻 报 》 ， 还 将 西 方 哲
学 、 逻 辑 学 、 政 治 经
济 学 、 社 会 学 等 介 绍
到 中 国 ， 他 提 出 “
信 、 达 、 雅 ” 的 翻 译
标 准 ， 至 今 仍 在 沿
用。

尤 其 让 人 称 道 的
是，严复历时3年，将
英 国 人 赫 胥 黎 的 《 天
演 论 》 译 成 中 文 。 这
本 书 鲜 明 表 达 了 “ 物
竞 天 择 、 适 者 生 存 ”
的 进 化 论 观 点 ， 给 中
国 人 敲 响 了 救 亡 图 存
的警钟。

在 福 建 ， 严 复
一 直 是 家 乡 人 民 的
骄 傲 。 在 福 建 工 作 期
间 ， 习 近 平 曾 多 次 参
加 纪 念 严 复 的 相 关 活
动 。 2 0 0 1 年 ， 习 近 平
主 编 了 《 科 学 与 爱
国 — — 严 复 思 想 新
探 》 一 书 。 在 这 本 书
的 序 言 中 ， 习 近 平 称
赞 严 复 “ 高 举 科 学 与
爱 国 两 面 大 旗 ” ， 认
为 “ 时 至 今 日 ， 严 复
的 科 学 与 爱 国 思 想 仍
不 过 时 ” 。 这 次 在 三
坊 七 巷 考 察 期 间 ， 习
近 平 走 进 严 复 故 居 ，

再 次 感 悟 这 位 先 进 中
国 人 的 非 凡 见 识 和 勇
气。

一 以 贯 之 的 关
注，留住“根”与“
魂”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
是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城
市 考 察 中 经 常 造 访 的
地 方 。 近 年 来 ， 广 州
的 永 庆 坊 、 潮 州 的 牌
坊 街 、 汕 头 小 公 园 开
埠 区 … … 都 曾 留 下 总
书 记 的 足 迹 。 由 此 也
可 以 看 出 他 对 保 护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一 以 贯 之
的关注与思考。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不 仅 赓 续 着 城 市 的 文
脉 ， 更 承 载 着 一 个 国
家 、 一 个 民 族 的 文 化
自 信 ， 彰 显 着 文 明 的
无穷魅力。

来 源 ： 央 视 新 闻
客户端

南后街是三坊七巷的中轴线，“七巷”
在东侧，“三坊”在西侧。
(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拍摄)

1997年，在“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
术研讨会上，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
的习近平曾为严复题词：“严谨治学，
首倡变革，追求真理，爱国兴邦”。现
在严复故居的墙上写着习近平当年的题

词。(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