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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不会想到，梧林能有今天。”
1952年出生的村民蔡忠市感慨地说。
在他的记忆中，儿时食不果腹，人均不
到 3分地，远在菲律宾的姑妈经常寄食
物和钱回来。“以前村里的学校、道路等
都是靠华侨捐资建设的。”

曾经破败萧瑟的梧林，现如今通透
清新，成为闻名福建乃至中国的“体验
式闽南侨文化度假目的地”。

第一次见到梧林传统村落，听到落
叶归根、救国图存、敦亲睦族的感人闽
侨故事，青普文旅集团董事长杨雪山就
被深深震撼了。3年前，青普文旅成为
梧林传统村落的运营方。3年来，老村
落有了新故事。

“我们坚持以体验‘醉闽南、意南
洋、家国情’三种文化主题场景为核心
内容的业态布局，做到‘月月有主题、周
周有活动’，打造出‘南洋文化节’等文
化 IP，让固态的建筑得到活态利用，让
古村落‘活’起来。”杨雪山说。

梧林的保护开发、活化利用，加速
了发展的步伐，也改变了村里年轻人的
未来。

蔡灿艺是最早回梧林创业的青年
之一，他曾经和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一
样外出打工，3年前回到梧林开了一家
南洋咖啡馆。他见证了梧林人气的暴
涨，“现在营业额一天能破万元（人民
币，下同）”。此外，他还经常“不务正
业”地免费兼职做导游，让客人更深刻
地了解梧林每栋建筑的历史故事。现
在，他又扩大了经营，新开了港式冰室，
他对梧林的未来信心满满。

75岁的蔡文诗在胸怀祖国楼住了
好多年，并在此结婚生子。胸怀祖国
楼是菲律宾华侨蔡怀番和蔡怀紫所
建。蔡文诗的爷爷和蔡怀紫的爸爸是
亲兄弟，他和蔡怀番的二儿子蔡永周
是发小，两人一起在旧学堂读书。直
到 1957年，蔡永周和母亲去了中国香
港、菲律宾。

在蔡文诗的记忆中，他家经常收到
海外侨亲用藤筐寄来的“稀罕物”：旱冰
鞋、铁盒饼干、糖果针线……每有番客
回乡，本地亲戚都会带鸡鸭来探望慰
问，十分热闹。10年前，蔡怀番、蔡怀紫
的后人还寄来 10万元，捐建村小学教
室。为了留存这些与侨亲的联系过往，
蔡文诗把家里和亲友珍藏的照片收集
起来，在胸怀祖国楼做了个微型展览。

“以后侨亲或者他们的后代回来了，希
望他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祖地、了解前
辈。”蔡文诗说。

在榕树下咖啡馆，蔡金山、黄玲玲
品尝了名为“乡愁”的咖啡，在大榕树下
写下了希望家人平安健康的祈福带。

“变化真大啊。”黄玲玲感慨地说。
上世纪 80年代，蔡金山、黄玲玲回

乡得知村委会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都
是临时借用村民的房子办公，二人决定
捐建一栋村委会办公楼。

在村庄比较中心的地方，村里找
了一块 100 多平方米的集体土地，由
蔡金山、黄玲玲捐资 13 万余元，建起
了一栋 2 层半高的办公楼。如今，这
栋旧的办公楼已改造成南洋风味十足
的望越餐厅。一栋栋老房子，经过保
护修缮和开发利用，变成了展览馆、咖
啡馆抑或是中式茶局、惬意的行馆，重
新焕发了生机。

“现在这里建设得这么好，等高铁
通了，我会经常回来，还会多带亲朋好
友来看梧林。”蔡金山自豪地说。

其心殷殷，其情切切。如今的梧
林，以最新的面貌，随时等候海外游子
归乡。

最美“烂尾楼”悠悠家国情
福建日报记者 王敏霞 本报记者 常励煊 许春

清明时节，远方的游子纷
纷归乡。

4 月 2 日，旅港乡贤蔡金
山、黄玲玲伉俪回到了阔别三
年的故乡晋江梧林。

“这个地方，我儿子曾拍
过一张照片。”“以前，我抱着
女儿返乡的时候，村里还没
有灯。”……踏上家乡的青石
板，看着宛若新生的梧林，蔡
金山、黄玲玲感慨万千。

二人记忆中，梧林曾经
无大路可通，不少老房子年
久失修。如今，五层厝、朝东
楼、枪楼、侨批馆……这些蔡
金山儿时与小伙伴们玩耍的
地 方 成 了 远 近 闻 名 的 网 红

“打卡点”。

侨批纸短，家国情长。站在侨批馆二
楼阳台，梧林红砖大厝高翘的燕尾脊此起
彼伏，西洋建筑错落有致。

“以前这里是旧学堂，我还在这里读过
书。”幼时读书就学的记忆涌上蔡金山的心
头，令他唏嘘不已，“村里的变化真是令人
欣喜。”

侨批馆原名顺意楼，建于 1935年。楼
主蔡顺意常年旅居菲律宾，深知华侨在海
外生活不易。顾念华侨对家人故园的思念
之情，他在家乡梧林和中国台湾岛内、厦门
鼓浪屿岛上各盖了一幢一模一样的洋楼做
侨批馆，准备服务于中国国内的华侨侨
眷。但未等这些侨批馆完成装修，抗日战
争爆发，蔡顺意义无反顾地将所有资金捐
出抗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顺意
家族又将该楼借予乡民兴办学堂，发展教
育，被村民称为“旧学堂”。直至 1984年村
里新学校建成，该楼才闲置下来。

“用现在的话讲，这就是‘烂尾楼’。为
了感念这份家国情怀，村里的人亲切地叫
它们最美‘烂尾楼’。”新塘街道党工委书
记、梧林项目办主任庄晓芳说。

在梧林，华侨捐出房子装修款支持抗
战的，不是个例。坐落在村口处，建筑风格
独特的朝东楼就是典型之一。

从外面看，朝东楼是欧式穹顶，坐东北
朝西南，由主楼、回向辅楼、右侧穹顶门楼合
围而成，二楼有廊道连通，上下楼有木楼梯
可通达。不同于村中的红砖古厝，其墙为钢
筋水泥所建。“这是旅菲华侨蔡咸斜1930年
在村里建的第一座钢筋水泥洋楼，蔡咸斜字
朝东，所以叫朝东楼。”庄晓芳说。朝东楼占
地 700平方米，主楼西南向，属二进四开间
格局，共两层半，据说是由菲律宾设计师操
刀，钢筋水泥多从欧洲运来。在家家户户点
油灯、烛火的年代，这座房子已经超前设计
了电梯井，安装了电线。

蔡咸斜将此楼建在老宅旁边，本是为
了叶落归根。然而，主体工程完成之时，正
值抗日战争最艰难时刻，远在菲律宾的蔡
咸斜和儿子蔡怀真商定，暂停装修，将这笔
装修巨资悉数捐出，支持抗战。这一暂停，
就再也没有复工。

菲律宾华侨蔡德鑨的宅邸，是梧林最为
壮观的“五层厝”，建造于 1936年，占地 400
平方米。据传，该楼聘请英国设计师进行整
体设计，并由上海租界派遣100多名混凝土
建筑工人分组夯墙注筑。整体建筑是古罗
马式艺术风格，大门采用闽南官式大厝传统
构造。大楼主体完工后，抗日战争爆发，蔡
德鑨及其家族把装修款项悉数捐出。

这些“烂尾楼”，在梧林默默矗立了 80
多年。

如今的梧林，沧桑巨变。
这个闽南侨村，已成为远近闻
名的网红“打卡地”。

晋江是著名的侨乡，素有
“十户人家九户侨”之说。梧
林常住人口只有 1800 人，海
外华侨就有1.5万人之多。除
了“烂尾楼”，梧林还现存 11
幢洋楼、12幢番仔楼及 58幢
闽南官式红砖大厝……

这些承载着华侨乡愁的
近百幢古厝洋楼、这片让南洋
游子魂牵梦萦的故土，长期以
来都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直
到2016年一度面临征迁。

2016年，由于晋江智能制
造产业园项目的建设，梧林在
征迁范围之内。晋江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黄少伟时任项
目部副总指挥，他至今清晰地
记得第一次见到梧林时的样
子：“树和房墙长在一起，裸房
林立，很多房子墙体坍塌，破
旧不堪。”在进一步了解这些
独特建筑背后的华侨故事和
积淀的历史文化后，晋江市
委、市政府当即决定“整村保
护下来，好好开发建设”。

当时的梧林，俨然一个
“空心村”，发展步伐甚至跟不
上周边村庄。“进村的路都没
有，垃圾遍地，多数村民外出
打工，村中只剩老弱病小，这
开发得起来吗？”听说梧林要
整村保护开发，全村的人都心
存疑虑。

相比村民的疑惑，更有不
少反对的声音：“晋江已经有
个五店市了，没必要再花钱搞
一个梧林。”

“五店市和梧林，一个是
城市街区，一个是传统村落；
一个没有原住民，一个有原住

民和原生态田园；一个是闽南
商业文化，一个是华侨文化，
历史文化价值不同，意义不
同。”在各方调研论证过程中，
梧林传统村落的完整性、艺术
性、多样性、故事性均得到专
家的认同。

“再不及时保护，可能过
三五年整个村庄就没了。”
黄少伟说。2017 年，晋江市
委、市政府成立梧林传统村
落保护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高起点对梧林传统村落进行
整体规划及保护性开发，拟
建成侨乡文化博物馆、闽南
文化后花园，与周边的集成
电路产业园、闽台田园风光
农业科技生态园共同组成福
建省特色小镇——晋江“芯”
小镇。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
院海西规划室主任张冲谈到
梧林的规划时说，梧林的设计
摒弃了传统的村庄规划大拆
大建模式，立足于全面保护为
先、从保护规划起步，整体的
设计和建设充分彰显了梧林
人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
生态的决心。

2017 年 3 月 21 日，梧林
传统村落项目指挥部正式揭
牌。古村蝶变的大幕，正式
拉开。

“梧林保护开发的过程，
也是加强故乡和在外华侨联
络的过程。”时任新塘街道办
事处主任、项目指挥部副总指
挥的谢建智说，当时街村干部
和村民代表三次赴菲律宾和
中国香港等地，拜访联络侨
亲，他们特地带着照片影像资
料，让多年没有回乡的华侨再
次见到了老屋，跟华侨讲明梧

林保护开发项目的意义、房子
的用途、补偿方案等，争取最
大的理解和支持。

“必须支持。”一直热心家
乡公益事业的蔡金山听到梧
林要保护开发的消息，二话不
说就同意了征收方案。其实，
早在多年前，他就无偿将老宅
借给村里办卫生所，一借就是
50多年。

为了保护好这份乡愁，梧
林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秉承

“固态保护、活态传承、业态提
升”原则，严守“留白、留绿、留
旧、留文、留魂”理念，突出家
国情怀、区域特色，科学规划
布局，保留村落原有肌理。

“我们坚持‘一楼一方案’
和‘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
则，采取传统工艺高标准施
工，还原建筑风貌，最大限度
把华侨留存下来的痕迹保护
好、还原好。”晋江市文物保护
中心主任吴金鹏说，梧林启动
村落整体保护、活化利用已 6
周年，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和
传统风貌建筑得到保护修缮，
华侨建筑的文化内涵得到新
阐释，梧林近代建筑群晋级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朝东楼成为侨史
馆，在这里，人们可以深入了
解梧林蔡氏起源和华侨下南
洋谋生、实业救国、支援抗战、
情系家园、热心公益等侨史。
顺意楼则成为远近闻名的侨
批馆，这里还是世界记忆项目
福建学术中心实践基地。“当
时蔡顺意先生修建此楼就是
要当作侨批馆之用，一来实现
了先生的初衷，二来也可以更
好地传承弘扬闽南侨文化。”
吴金鹏说。

看那山那海 最忆是乡音

梧林发新枝 最喜凤凰归

最大敬畏心 凝留住乡愁

梧林侨批馆

梧林枪楼

梧林胸怀祖国楼

扫一扫，看相关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