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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荣公益︱老宅新生】 
一起来吧，筹众人之心，让 148 年的老宅，成为自然教育新学堂，推动乡村古

民居的新生之路。这是由正荣公益基金会发起的一个有趣、有爱的公益项目，

欢迎各位伙伴参与认筹，认筹有惊喜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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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缘起 
 

我们不止更新城市，也在营造故乡。 

从 2012 开始，正荣公益基金会就在关中村发起“故乡农园”（乡村社区营造项目）。

随着对乡村了解的深入，我们发现当地很多村民已经放弃了传统庭院群居的生活方式，

很多古民居因为原住民的搬离而被闲置，难逃荒芜坍塌的命运。看到这些承载着传统庭

院生活记忆的百年老屋因废弃而即将消失，我们就想着能不能为此做一些事情。 

   

2013年 4月，我们在关中村发起“老宅新生”项目，号召社会力量共同关注和参与乡村

古民居的修缮和使用。我们选中的这座老宅始建于光绪年间，宅子传到现在，大约传了

5代人，经历了近 200 年的风风雨雨。这座宅子是村子中唯一一座南北朝向的老房子，

是福建清末传统民居的建筑风格，主要为土木结构，有 80 公分厚的土墙，梁、柱等均

为木结构。整座宅子在修缮之前已经无人居住，是座危房。 

老宅后人一开始心存顾虑，担心我们糟蹋了老房子。为此，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与他们探

讨老宅保护的方案。动工修缮之初，户主几乎每天都会来看看，但是在看了我们的修缮

举措后，就比较放心了。老宅大厅里原有两块匾“立修齐志，读圣贤书”，户主担心东

西会被损坏，在开工前把两块匾收回了家，后来觉得工程靠谱，又悄悄地把它们搬了回

来。 

   

事实上，修一幢这样老宅，工人师傅的工作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其所花的时间大

概可以建两座新的房子了。更困难的是，如今拥有好手艺的泥瓦匠和木匠已几近消失。

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这些工人师傅很多都参与过三坊七巷等修缮施工，我们庆幸“找

到了宝！” 

房屋也是有生命的，再好的房屋如果没有人居住，便会很快破败。一座有生命的房屋，

一定是能适应这个时代人使用需求的。所以，我们在修护老宅主体结构的基础上，还进

行了通风、采光、借景、通电、通水、排污、内部装饰等施工，以满足老宅未来作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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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文化交流和民宿体验的功能所需。 

   

2014年初，历经 10多个月的精心修缮，老宅重焕新生，并被命名为“归农书院”，藉

由此唤起人们对“晴耕雨读”的传统社区生活模式的思考。周围的很多村民也开始对原

来已经废弃的老宅子重新重视起来，觉得它们是有价值的，也有意愿委托我们来修复。

“归农书院”旁边的“稼穑轩”也是一座破败的古民居，林老伯是“稼穑轩”的主人，

已年近 90 的他不愿看到老宅这样破败下去，“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老宅恢复原来

的样子。”他说。 

2015年初，正荣公益基金会决定联合福州乐享自然工作室，发起“老宅新生”的第二个

项目——“稼穑轩”修缮与使用。为此，我们调研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老宅的历史故

事，并对老宅的修缮及未来使用作了详细的规划设计。我们将在完成林老伯修护老宅心

愿的基础上，把老宅改造为福州第一个自然教育基地，延展其更为丰富的新生命。 

 

这一次，我们通过公益众筹的形式，筹集“稼穑轩”修缮所需的资金。因为我们希望不

仅仅是由我们去保护一座古民居，而且要藉此带动更多的人去保护更多的古民居；我们

还希望不仅仅是去修缮古民居，而且要去传承这些古民居背后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智慧；

我们更希望在未来，这些古民居能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成为联结我们现代生活与文化

记忆的桥梁。 

 

“老宅新生”公益众筹已经正式启动，期待大家的支持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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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方案 
 

捐助说明 

如果你去过福州闽侯关中村的稼穑轩，每天午后时分，你会看到一位戴着老式眼镜、头

发灰白的老爷爷，缓慢地推开斑驳的木门，在厅堂前的木条凳坐下。有时，他望着庭院

里肆意生长、但极少结果的桃树，有时，为厢房挂上锁，除掉又茂盛许多的荒草，傍晚

再踏着夕阳悄悄离开。 

林老伯，土生土长的关中村人，曾是当地名门望族的后代。稼穑轩，是家族的祖屋，陪

伴了他的童年、青壮年和暮年。因年久失修，这几年他随儿孙搬出了老宅子，但每天都

要步行回老房子看看。当林老伯得知我们想要修复这座 148年历史的“古宅”，并改造

成“现代自然教育学堂”，他欣然与家人一同将老宅的改造权、使用权授予了我们。 

 

七月的最后一周，“老宅新生”修缮众筹项目即将启动，我们接到了林老伯儿子的电话。

林老伯没能等到这座凝结了他一生回忆的“老宅”迎来重生。 

“那一天，父亲还问我老房子改造的进度怎么样……”林大哥有点哽咽的声音从电话那

端传来。 

逝去的难以挽回，但我们的改造工作仍要继续，带着林老伯的心愿，带着中国正在消失

的千万个古民居的命运，希望您同我们一起，守护它们，赋予它们新的生命。 

 

“老宅新生”的每个字都有涵义。这个故事并不长，希望您能与我们一同听完。 

 

“10 年间，中国消失了 90万个村村落，1300 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随之消失。” 

冯骥才，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中国文联副主席，古稀之年的他毅然奔走于中国的古村

落中，呼吁“活化保护”正在消失的古民居。 

然而，在你我的故乡，令人惋惜的情景仍不断上演。这些年，新生代的年轻人陆续离开

家乡，离开世代居住的宅院，我们目睹着一座接一座的百年古宅，陷入荒草和腐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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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甚至因为突降的大火而彻底烧毁。荒废的不仅是建筑本身，更是宅院中所承载鲜活

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脉络。 

位于古老的八闽之都——福州闽侯

关中村，正是 1500 年八闽古村落中

的典型一村。这座宋朝初年兴起于怀

安县的富饶村庄，第一批子弟自河南

固县随闽王审知迁入。关中村遍布竹

林，水土优良，果蔬环绕。因此本地

盛产手工竹器，很多人家也在经营着

鲜酿的百花蜂蜜。进了村口，还能看

到家家户户的院子前都晒着晚稻米磨浆而成的特产线面。 

 

而在关中村中，稼穑轩是古建筑群中既典型又独特的一座。 

“稼穑”二字意为“耕种与收获”，贯穿着老祖宗“晴耕雨读”的传统精神。这儿不只

是间“宅”，而是坐落于竹林山野

怀抱中的天然居所。春夏时节田间

的绿帐随风起伏，秋天的芦花飘荡

似雪，远处的溪流清澈见底、鸭鹅

成群。 

稼穑轩依山傍溪而建，三进三落，

是一座由台门、前屋、厅堂、厢房

和绣楼组成的合院式木构建筑。进

了宅院，东西两面的厢房保存完

整，主屋中部的厅堂宽敞明亮，雕栏画饰仍清晰可见，斗拱上以行云流水纹为浮雕，保

留着原本辉煌的历史印记。 

在西侧厢房，其屋脊翘头的建筑形式十分罕见。在古民居中，屋脊以对称分布为主，而

稼穑轩的屋脊翘头却以“百鸟朝凤”的身姿，向天际延伸，并雕刻着古体的“寿”字。 

“古民居里保存的，不只

有建筑本身，还有失传的

老手艺。”随我们一同现

场考察的台湾科技大学建

筑学博士高小倩，特别注

意到老房子入口处约 2米

高的夯土墙。“这门技艺

在民间已难寻踪迹，非常考验老师傅的传统技艺，对稼穑轩的有效保护，也可以为我们

留下更多的手艺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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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关键问题摆在了改造团队的面前：我们的方案如何在保留古宅文化精粹的同

时，又能使其适应现代建筑的功能？ 

我们特邀了秉持生态建筑理念的朴门永续设计团队，操刀设计稼穑轩的修复与改造。历

时 2个月的调查与设计，最终提出了将古民居改造成为一个集合感官体验、建筑游学、

自然创作及生命教育的“现代自然教育学堂”。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艺术与历史融合的‘空间魔法’。” 

设计团队负责人黄玮阐释自己的理念：“在整体改造中，我们借用了中国传统四合院的

结构和 Gaston Bachelard《空间的诗学》的概念，希望建筑能在山林中自由地生长，同

时又成为一座活的历史纪念馆。” 

加减乘除  

为了增强老宅的实用功能，又不破坏原有架构。设计师采用了新的工艺和取材，比如钢

架构、导水面、钢化玻璃等，运用保留加置换的模式，让老宅原有的味道与现代气息相

融合，又与周边自然环境

融为一体。 

此外，我们特意保留了老

宅子独有的文化遗产——

夯土墙，未来将开辟为夯

土手艺展示区，不定期由当地的手艺师傅演示。 

日月星辰  

在外立面的设计中，我们收集了老宅中已经破损的青瓦片，重新拼成窗户的形状作为厅

堂外的顶棚。当自然光透过时，可以根据天气折射出日月星辰的天然光影。而在大门处，

我们采集了景观石、栽种了竹

林，用以视觉造景，同时遮蔽

艳阳。 

堂前听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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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保留了因大火烧毁的一处厢房，从底部对其进行加固，采用钢架结构将其设计为

一个半开放式的分享区。它的屋顶由亚克力透光板和竹子搭建，既保证了采光，又因太

阳升落的位置不同而产生光效。在分享区的外围，我们设计了一个小水池，落雨时，身

处其中，可以听见雨水敲击屋顶、滴落水池的“雨夜交响曲”。 

 

我们不仅要修复老宅，更希望能让它重焕新生，在这个时代有它自己的存在价值。因此，

我们引入了经验丰富的“乐享自然工作室”，运营建成后的现代自然教育学堂。 

针对不同年龄段和职业，精心设计课程和体验活动，通过感官体验、农业种植、观察记

录、自然创作及生命教育等多方面，让参与者在自然中体验式学习。根据季节和动植物

的习性，运营团队会安排多样化的课程：观鸟课程、种植课程、植物地图、蝌蚪团、萤

火虫团和鸿雁团等趣味体验。 

我们保护老房子，我们也希望给雾霾和水泥包围中的都市人，提供一个周末可以带着家

人、朋友、孩子放肆撒野的世外桃源。 

 

 

因此，我们发起了这个众筹计划，希望你也成为改造计划的一份子，更希望能在重建后

的自然营地中看到你快乐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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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的参与 

 

通过以下方式，您即可轻松参与“老宅新生”认筹，成为保护传统文化的一份

子，爱让自然的体验营！ 

 

1．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页面参与认筹 

 

 

 

 

 

 

 

 
2．咨询电话 0591-38160615，正荣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为您提供人工认筹 

 

 

 

 

 

 

 

网址：www.zrgy.org 

地址：福州市西环南路 33 号宁化街道办公楼 4楼 

邮箱：zrgy@zhenro.com 

电话：0591-38160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