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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建馆40周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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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耕笃行，加强遗迹保护与修复

中华民族英雄、国际禁毒先驱、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
一人”林则徐（1785-1850）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
人物。福州是林则徐的故乡，也是他出生、求学、成长以及晚年
退养之地，这里留下了一系列与林则徐相关的珍贵遗迹。

2013年，国务院公布“林则徐宅与祠”为第七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出生学习之地、归田栖
息之地和纪念传承之地，它们生动展现了林则徐的丰功伟绩，
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载体。40年来，纪念馆秉承“科学保
护 合理利用”的理念，让蕴藏在珍贵文化遗迹中的历史文化
记忆重焕光彩。

林则徐出生地暨幼年读书处 1785年 8月 30日，林则徐
出生在福州左营司巷一间低矮破旧的民房里。这里，曾是林则
徐出生、幼年读书、中举、完婚、中进士和走上仕途的摇篮，也
是孕育林则徐忧国忧民思想的重要所在。

林则徐出生地由两座并排木构建筑组成，西为林家支祠，
东为罗氏试馆。林家支祠和罗氏试馆于 1949年前由林氏后裔
保护管理，后为民居。1996年，福州市委主要领导主持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林则徐系列遗迹的修复保护工作。同年，林则徐
出生地暨幼年读书处修复工程开工，1997 年 6 月底竣工，且

“少年林则徐”陈列展览对外开放。2004年，并入福州市林则徐
纪念馆。

修复后的林则徐出生地（鼓楼区中山路 19号）占地面积
2370平方米。林家支祠前后二进，厅中设有一尊林则徐塑像，
两侧厢房辟为“少年林则徐”展览。罗氏试馆是其父林宾日教
书的地方，前厅内摆放的儿童课桌椅，生动还原林宾日携子在
塾教读的情景。

近年来，纪念馆大力实施建筑修缮、展陈提升和景观改造
等工程，使林则徐出生地在“修旧如旧”中蝶变新生，成为福州
冶山历史文化风貌区的重要地标。

林则徐故居 又名“云左山房”，位于鼓楼区文北路，占地
面积3500平方米。内含主座三进，东西各两进，由藏书楼“七十
二峰楼”、揖斗楼等组成。林则徐为父母丁忧守制、回乡探亲以
及晚年养病时居住于此。

1948 年，故居因受水灾侵袭，仅存第二进大厅。1961

年，故居被公布为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7月，福州
市政府决定修复林则徐故居。2003年，林则徐故居第一期工
程“七十二峰楼”修复工程竣工，含修复主座第三进五间排
双层楼阁及左右披榭。2014年1月，林则徐故居划归福州市
林则徐纪念馆保护管理；2015年8月29日，“林则徐文献馆”
揭牌仪式在此举行。

2017年 5月，经国家文物局、福建省文物局批复，林则徐
故居二期修缮工程动工建设。在修缮的过程中，纪念馆深度挖
掘历史资料、钻研传统古建工艺、反复斟酌修复方案，以“严
谨、细致、精湛”的工匠精神，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故居原有风
貌。今年，古建筑部分已修复完工，全面开放指日可待。

林文忠公祠 这座凝结着晚清福州风格的古典园林式祠
堂建筑，位于福州乌山北麓，毗邻三坊七巷，是“福州古厝”的
典型代表。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是林氏后裔及福州
乡贤为纪念林则徐而集资兴建的。整体建筑坐西向东，内有仪
门、御碑亭、树德堂、海纳厅、云左阁等建筑。

1961年，福州市开始筹建林则徐纪念馆。在老一辈文博人
的辛勤耕耘下，历经住户搬迁、建筑修缮、文物征集和陈列展
览等阶段，1982年 11月，这座百年古厝修复竣工，以“林文忠
公祠”为馆址的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正式成立，并于1983年元
旦正式对外开放。1985年，祠堂后半部分云左阁修复完工，成
为一座完整的林则徐遗迹，被列为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7年底，纪念馆与“三坊七巷”保护区统一规划、统一设
计、统一施工；2008年，福州市启动林则徐纪念馆保护及扩建工
程，占地面积由3500平方米扩大至8500平方米。2009年5月，完
成基本陈列展览“林则徐史绩展”，并免费对外开放。2021年6月
16日，重新改造提升后的“林则徐史绩展”正式对外开放，翔实
而生动地向世人讲述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生。

多年来，纪念馆从软硬件方面着手，结合利用新技术手
段，不断构建完善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体系、文物安全防范体
系、文物人才队伍体系、文物保护制度体系等，为这座百年古
厝保驾护航。

研究阐释，让历史更鲜活起来

文化是古厝的魂，古厝让文化落地生根。
作为名人专题馆，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以研究林则徐精

神与事迹为要义，延伸研究其所处的时代历史及与其相关的
人物事件，并从中挖掘林则徐人格魅力和精神内涵，挖掘其与
时代相契合的文化传承。

纪念馆现有文物藏品 392件/套，大致分为手稿、实物、信
札、字画和其他收藏五个门类。是国内外林则徐纪念机构中，
资料收藏最丰富、陈列展示最全面、宣传服务最多样的纪念
馆，也是林则徐精神的主要宣传阵地。

近年来，纪念馆以林则徐故居修复为契机，在原林则徐藏
书楼“七十二峰楼”中设立“林则徐文献馆”，注重收藏林则徐
文献、清史资料以及林则徐研究成果。目前，“文献馆”藏书近
4000册，涵盖林则徐著作、传记、评述、鸦片战争史料、中国近
代史、地方志等，为深入研究林则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人才队伍建设是学术研究的核心。纪念馆始终秉持“以
学促研，以研促干”的理念，培养了一批专业过硬、务实高
效的学术人才，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先后出版了《福
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志》《清 慎 勤——林则徐廉政观》《道艺
双臻——林则徐王鼎翰墨选》《林则徐家风》《穆如清风——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论文集》《清德惟思——林则徐纪念馆
文物故事》等多部书籍。全馆干部职工在各核心刊物发表论
文70余篇，形成以林则徐研究为中心，辐射近代史、博物馆
等范畴研究。

研讨交流是促进学术研究的有效途径。2015年，在林则徐
诞辰230周年之际，纪念馆发起举办了首届“林则徐纪念机构
联谊会”，15家海内外林则徐机构齐聚榕城，共同构建“交流互
联”学术平台。2017年至2019年，连续在澳门、新疆、广东等地
与各纪念机构共同举办联谊活动，将林则徐研究事业推向更
为广阔的天地。

十余年来，纪念馆还参与策划举办了“林则徐水利思想研
讨会”“纪念林则徐诞辰230周年学术研讨会”“纪念林则徐疏
浚福州西湖 189周年学术论坛”“纪念林则徐虎门销烟 180周
年学术论坛”“纪念鸦片战争 180周年暨林则徐诞辰 235周年
学术论坛”“‘时代激流中的林则徐’学术论坛”，并相继编辑出
版了相关学术论文汇编。

研教相长，将学术研究成果大众化。2013年，“左海讲坛”
应运而生。讲坛每月1期，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林则徐
精神为目标，通过演讲与讨论、表演等多元形式，向大众输送
新鲜的文化养料。2020，讲坛开启“云直播”渠道，吸引众多网
友聆听互动。迄今，已举办超百场讲座活动，线上线下观众累
计超百万人次。

针对网络新媒体时代的特点，纪念馆充分利用官网、微信
公众号、今日头条号、抖音号等平台普及社科知识，平均每年发
布信息两千多条，实现宣传服务的精细分类、精准推送。此外，
还与本地新媒体合作，融入H5、动态长图、动新闻等，推出大型
专题《纪念林则徐疏浚福州西湖190周年》、H5“林则徐文物守
护者”“林则徐的奇妙之旅”等，屡获福建新闻奖。

精心策展，为观众讲好林则徐故事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文化历经历
史沉淀愈发代表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刚正不阿、忠孝悌义、
励精图治的优秀品质。一直以来，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顺应时
代需求，创造性拓宽策展思路，最大限度发挥林则徐精神的社
会价值。

基本陈列“林则徐史绩展”，以“林则徐精品文物展览”为
“主干”，以“虎门销烟”大型场景为“内核”，以辅助历史资料图
片为“外圈”，广泛使用信息化多媒体技术等展陈新理念和手
段，打破了以往教科书式展陈的乏味与单调。“矢志报国的闽
都赤子”“清正务实的社稷名臣”“放眼世界的左海伟人”“举世
共仰的禁毒先驱”“抗敌御侮的民族英雄”五个展区，围绕林则
徐爱国精神这一主线，打破按纪年排序的传统，立体、直观地
呈现林则徐坎坷而又辉煌的一生。2009年，该展览荣获福建省
第一届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奖。

2021年，为迎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召开，“林则徐
史绩展2.0版”全新亮相。本次改造在保持展厅架构基本不变的
情况下，采用场景重塑、情景还原、沙盘演示、灯光营造等手段，
重点提升“虎门销烟”“宠辱皆忘”“身行万里半天下”等六大场
景，并融入福州城市精神、闽都文化元素和林则徐精神最新研
究成果，更有深度、更有温度地展示林则徐波澜壮阔的一生。

除了基本陈列“林则徐史绩展”，2013年纪念馆将云左阁
一层辟作“禁毒展馆”。今年，该展览进行了升级改造并重新对
外开放。通过“面目”“罪恶”“预防”“形势”“奋斗”等主题展区，
穿插各类毒品仿真品和吸毒器具展示、毒品对人体危害动画
模拟演示、禁毒动漫系列片、互动知识问答等，全面介绍毒品
危害、毒品预防、毒品形势和禁毒工作等内容。该展览与“林则
徐史绩展”遥相呼应，对推动禁毒人民战争向纵深发展具有非
同寻常的意义。

随着对外交流范围的扩大，近年来，纪念馆采用“走出去，
引进来”的方式，平均每年举办各类展览30余场。结合当今文
化热点，重点打造了“清廉自律 慎守儒风——林则徐家风展”

“壁立千仞 无欲则刚——林则徐廉政事迹展”“林则徐系列遗
迹保护修复回顾展”“‘苟利国家 生死以之——民族英雄林则
徐’五馆联展”“纪念虎门销烟180周年专题展”“林则徐王鼎翰
墨展”“林则徐在新疆”等一系列专题性精品展览，从不同的视
角讲好林则徐故事，弘扬林则徐精神。

这些专题展已走进北京、上海、广东、江苏、辽宁等30多个
省区市和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进行巡展，引起良好的社
会反响。在赴外巡展的同时，纪念馆还先后引进“新中国百位
女性第一与中国梦”展览、“以史为鉴 铁钟铭记——鸦片战争
战事回顾展”“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片展”等
各博物馆精品展览近百场。

此外，纪念馆不断加强与我国港澳台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深入推进林则徐精神在该地区的传承弘扬。相继在澳门林
则徐纪念馆、香港饶宗颐文化馆和九龙工业学校举办“林则徐
家风展”，在福州、澳门和广州举办“宣示主权行 结缘莲峰
庙——纪念林则徐巡阅澳门180周年专题展”，赴台湾马祖举
办“民族英雄林则徐生平史绩展”；与香港警察历史收藏学会
合作举办“纪念林则徐诞辰232周年暨百年中国禁毒文物展”；
2019年，香港警察历史收藏学会还率领20多名禁毒先锋队员
来纪念馆开展林则徐禁毒文化考察交流活动。

文化引领，传承弘扬林则徐精神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自成立以
来，纪念馆主动响应人民群众需求，坚持与时俱进、求实创新、
共建共享的工作方法，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弘扬林则徐
精神，并达到了“时雨润物，自叶流根”的宣传教育效果。

打造特色党性教育实践基地 2014年，纪念馆通过不断
深入挖掘，发现林则徐的特质与新时代好干部的标准不谋而
合，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自此，纪念馆将林则徐爱国主义精神与深化廉洁自律的党性
教育相结合，着手打造了集现场教学、体验教学、案例教学等
为一体的特色党性教育示范基地，涵盖六个环节：向林则徐塑
像献花、聆听林则徐家书故事、诵读林则徐《十无益》家训、观
看《新时代好干部的历史典范——从领导力角度看民族英雄
林则徐》专题片、体验虎门销烟等VR场景、开展一项身临其境
的互动式教学。基地开设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家单位团
体、200多批次、上万名学员参加活动，广受好评。纪念馆也因
此被评定为福州市特色党性教育实践基地优秀传统文化教学
示范点。

“林则徐精神进校园”系列活动 2014年，福建省启动“公
共文化服务校园行”项目。纪念馆针对中小学生的学习特点，
打造了寓教于乐的“林则徐精神进校园”系列活动。活动结合
精美翔实的PPT和展板，派出经验丰富的专业讲解员讲述林
则徐故事，举办“林则徐家风展”和林则徐精神系列讲座，并将
DIY彩绘纸伞、花灯、泥塑等福州传统文化项目与林则徐精神
相融合，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考虑到贫困偏远地区的学校因

条件所限无法线上预约，纪念馆主动对接，拓宽校园行的辐射
范围。迄今，已走进福建各地、新疆伊犁等60多所中小学校，开
展活动百余场。2016年，纪念馆被授予福州市“公共文化服务
校园行”先进单位。

“弘扬则徐志 筑梦新时代”中小学研学活动 2018年，纪
念馆获评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成为福州市唯一获
此殊荣的单位。为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宣教工作水平，纪念馆
加大校馆合作力度，研发出林则徐“十无益”格言拓印、活字印
刷、彩绘林则徐塑像、林则徐书法艺术等精品研学课程，精心打
造“弘扬则徐志 筑梦新时代”中小学研学活动品牌。利用研学

“精”“专”的特点，让同学们真实地触摸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华。为了让研学活动更具专业性，还推出了《弘扬则徐志
筑梦新时代——研学教育实践手册》，拍摄《弘扬则徐志 筑梦
新时代——全国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实践基地专题片》。研学活
动作为纪念馆教育的新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学校、师生和家
长的青睐。迄今，已累计举办精品研学活动上百场，缅怀参观
研学活动400余场。

“我们的节日”系列文化惠民活动 近年来，纪念馆还结
合本地文化特色和自身优势，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我们的节
日”系列文化惠民活动。活动以经典诵读、节日民俗、文化娱乐
为载体，形式涵盖展览、文化惠民演出、公益讲座、猜谜、包粽
子、彩绘、拓片、传统手工艺制作、糖画等。迄今，已在每年的春
节、元宵节、拗九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国庆节等
节日开展文化惠民活动超300场。

开发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 立足于传播文化的职责，深
挖文物内涵，纪念馆将林则徐文化品牌与公众需求相结合，设
计出一批既具文化内涵又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十无益”折
扇、绢布扇、“福寿”折扇、脱胎漆盘、林则徐对联青花瓷盘、民
族英雄林则徐诞辰230周年纪念邮册……

不忘初心传文脉，踔厉奋发启新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

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
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这对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提出了具体的
新目标新任务，描绘了新前景。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将立足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展现新
作为，“继承、发扬林则徐坚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和气贯长虹的
民族正气，学习他清廉刚正的高尚风范，学习他‘开眼看世界’
的开拓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赋予纪念馆的责任和使命，让
古厝在保护传承中，焕发时代新生。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纪念馆提供）

人文荟萃，鸾翔凤集。人杰地灵的有福之州，因
林则徐而荣，更因完整地保护了这位民族英雄的各阶
段史迹而增辉添彩。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澳
门路16号，既是“福州古厝”的典型代表，也是全
国最大的林则徐专题纪念馆。1961年，纪念馆在
1905 年建成的“林文忠公祠”基础上开始筹建，
1982年成立，1983年元旦对外开放。包括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林则徐宅与祠”（即林则徐出生地暨
幼年读书处、林则徐故居和林文忠公祠）、“林则徐史
绩展”和“禁毒展馆”等，总占地面积1.5万平方
米，全年免费对外开放。纪念馆主要负责“林则徐宅
与祠”的保护和管理，承担林则徐系列文物的征集、
收藏、保护、研究及宣传展示工作。

风雨兼程四十载，同舟共济铸辉煌。
历经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他们对林则徐

系列遗迹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倾注的大量热情和心血。
如今的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已成为国家二级博物馆，
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国家禁毒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禁毒宣传教育基
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普及
基地、全国文化系统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
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
基地、福建省文明单位、福建省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基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保护
古厝的基础上，坚持立足挖掘林则徐精神，打造林则
徐知名文化品牌，以文旅融合发展，全面带动提升纪
念馆服务水平，吸引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
参观，百年古厝“林文忠公祠”成为榕城热门旅游

“打卡点”。2017年，游客量首次突破百万人次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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