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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古建筑活化利用的稠江探索

察院厅：从文保单位到廉洁文化阵地

如果说清朝民居建筑大多精巧优美，
可谓牙板轻檀，轻吟“杨柳岸晓风残月”的
话；那么明朝民居建筑则更像铁棹铜琵，高
歌“大江东去”，恢宏雄壮。

几乎没有清朝建筑中精美的“牛腿”和
花雕，明朝建筑基本上是“穿斗式，无挑沿，
雕饰多作云虎状，柱基一般为石鼓座，厅堂
房室，布局紧凑，适用性强，闭间少”。可以
说，这些特点也赋予古建筑本身更浓厚的
历史朝代遗韵。

察院厅是一座明朝万历年间建筑，于
1579 年破土动工，1581 年建成，系监察御
史龚一清回乡守孝期间，因政绩杰出，明神
宗朱翊钧御赐的府邸。察院厅落成后，明神
宗朱翊钧命新科状元挥笔题书《太凝堂》一
匾，又诏翰林院送上，“太凝”为正气之意。

资料显示，察院厅又叫太凝堂，为龚一清
所建，占地 2436 平方米，建筑面积 1473.5 平
方米（不含8间厢房），院落内有从其墓地移来
的几尊石像生。该建筑原有三进，现仅存前两
进，均为三开间。前进面阔三间，进深九檩，明
间两缝抬梁式五架梁对前后双步，次间山面为
穿斗式结构，月梁造，梁端无龙须纹，雀替素
面，札牵为鸱鱼状，明间和次间前后檐额分别
设置四攒和三攒斗拱，向外出双翘，耍头和拱
面刻成象鼻昂。后进地势稍高，用材极大，面阔
同样三间，明间两缝抬梁式五架梁对前卷棚后
单步，次间山面为穿斗式结构，所有金柱均用
辅柱支撑，柱础石为八边形覆盆式样，地面用
方砖斜铺。整组建筑少用雕刻，简洁古朴。

1987年，察院厅被评为义乌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

“史”看察院厅：御赐府邸显恢宏

历史建筑，是一座城市发
展中的历史与文化肌理。如果说，传

统村落承载了千年的地域文脉，那么古
建筑则是乡土民俗的最直接体现。

义乌自然人文底蕴深厚，稠山绣水孕育出
灿烂的乌伤文化。据2010年编辑出版的《义乌古建

筑》介绍，义乌市古民居建筑体量庞大，各地保存完好
的古建筑有1000多处，涉及古村落、古民居、祠庙等，察院
厅就是古民居的代表之一。

时光荏苒，岁月沧桑，这些从历史烟尘中走来的老建
筑，如何在当下绽放新生？尤其在义乌这样一座快速发

展的城市中，如何留下城市记忆、保护好历史建筑，
赋予时代新风貌，这是值得长期探讨的话题。

近日，我们走进位于稠江街道松门
里社区大水畈村的察院厅，探寻这

座古建筑的前世今生。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数百年的光阴
刹那而过。过往一切已成为历史尘埃，古老
的察院厅如同一位迟暮的老人，静寂地见
证着时代的变迁。

2012年，记者曾在稠江街道相关工作
人员和大水畈村几位热心村民的引领下，
走进察院厅，近距离一睹这座传说中古建
筑的芳容。

虽然对于古建筑我们是门外汉，但透
过深宅古院中的一堵影壁、一扇门窗，以
至一方砖雕、一片瓦，皆可探寻到中华民族
深邃的智慧与睿智的创造力。生活方式可
以复制，但细节却不能被模仿，这些曾温情
脉脉的细微之处让百年老宅显得古朴而又

沧桑，渐渐凝固成乌伤大地上一处处文明和文
化的标签。

“当时的朝廷为了表彰龚一清，追封他的
父亲为郡公，村里还因此造起了封郡厅，我小
时候还在那房子里玩耍过，现在已经没有
了。”“本来有三进的，后来一把大火烧掉了一
进，原来的那块‘太凝堂’牌匾据说是当时的
一位状元写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毁了，
可惜啊！”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来说，这
里还是蛮有“谈头”的。

通过村民的讲述，我们还知道了有关这
幢老宅的一些其他传说。有说，厅里用于铺
地的石块全出自一块巨大的太湖石，当初该
石绑在船底下运送到义乌江，因无法顺利运

一探察院厅：满地沧桑人少识

有人说，如果历史建筑只是单纯放
在一边保护，却无法给予其新的生命力，
就失去了城市更新的意义。全国很多文
化名城因地制宜探索古建筑活化利用之
路，尝试让历史建筑“活在当下”，探寻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

比如在成都太古里，记载清代成都文
韵风骚的笔帖式老宅院，经过翻修改造后
成为博舍酒店的入口大堂；建于清末民初
的欣庐，改造后成为某国际知名手表的经
营商铺……依托重焕新生的历史建筑，这
里俨然已成为成都的又一地标。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义乌历史上的
廉吏有几十位，明朝龚一清便是其中之
一。能否充分发挥现有察院厅资源优势，
将其打造成一个廉洁文化阵地，将传统
优秀的廉文化、红色教育的廉基因、革命
先辈的廉事迹、名人志士的廉思想、民俗
文化的廉元素以及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
等融入其中？这是稠江街道这两年着力
思考和实践的事情之一。

在市纪委、市文旅局、市委党史研究
室的大力支持下，经过长达一年多的筹
备，今年4月25日，察院厅廉洁文化教育
基地正式开馆，标志着义乌再添一座文
化地标。“好钢用在刀刃上”，对稠江街道
而言，这何尝不是一次对古建筑进行活
化利用的积极探索。

半年多时间过去了，这次“重生”给曾
经的察院厅带来了哪些变化？11月11日，在
稠江街道、松门里社区相关负责人的带领
下，记者时隔12年再次走进这座古建筑。

坑洼不平的小径换成了平坦干净的石
板路，破损泛黄的墙面也焕然一新，白墙黛
瓦，门窗洁净，眼前的察院厅已旧貌换新颜。
从大门往里走，里面更是别有一番天地。

“‘监’是一个象形字，大家看，一个
人跪坐在盆前，用水映照自己的面容。就
是要提醒当官的人以民为镜、倾听民
意。”“铜匦，是武则天命人所造的铜匣
子，类似于现代的匿名检举箱，用来随时
接纳天下表疏。”……讲解员的一路解
说，让这座宅院变得更加灵动。

从现场情况来看，察院厅廉洁文化教育
基地功能布局划分为一厅两院，分别是“一
清风范厅”“监察史院”和“稠江廉院”。前厅
的监察史院以图文上墙等形式，直观展示了
监察制度的嬗变历程以及监察机构的责权
和历代的监察法规等内容。到了位于中厅的
一清风范厅，里面主要聚焦龚一清的生平事
迹、文才武略，以及他的家风家训和监察故
事，让人领略监察官龚一清穿越古今的正气
与清廉。而后厅的稠江廉院，则将传统与现
代相结合，既展示新时代的监察文化与廉洁
文化，又致力于打造一个面向社会的廉洁文
化教育基地。

作为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察院厅在展陈
设计上也花了不少心思。比如，在“监察故
事，义乌廉吏”板块，精心选取了义乌历史上
十位杰出的监察官，特别设计了滑动的多媒
体互动屏，只要轻轻一点人物导航上的人名
条，互动屏便会滑至对应监察官的区域，生
动展示他们的精彩故事；察院厅内梁上悬挂
着的每个“监察史院”灯箱底部，都书有字体
不一的“廉”字。此外，现场还展示了獬豸雕
塑、登闻鼓、华表、铜匦等实物展品，可一窥
古代监察制度的深厚底蕴。

“除了周一和法定节假日外，每周二至
周日的 9 时至下午 5 时（冬令时为下午 4 时
30分）期间对外开放。”稠江街道相关负责人
表示，察院厅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立足稠江，
面向全市，通过将看、听、思、悟、行融为一
体，寓教于思、寓教于悟、寓教于行，努力营
造以清为美、以廉为荣的浓厚氛围。据不完
全统计，开馆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03批次
共计6000多人，承办相关活动35场，成为党
员群众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学生研学、涵养
廉洁文化、传承家风家训的重要阵地。

如果让历史建筑不仅保存基本外观原
貌，还能嵌入现代生活元素，为更多人所用，
它便不容易被遗忘和消失，其生命也能真正
得到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盘活古建筑，才
是对它最好的保护。

无论是文物保护单位，还是廉洁文化教
育基地，文化总是在延续。如今，当我们走进
其中，历史时光的痕迹与现代生活的闲适宁
静共存。但愿这座古老的建筑能吸引更多的
目光，以别样之姿在现代文明中焕发光彩。

如此这般，岁月静好。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摄

再探察院厅：一朝蝶变众人知

见义乌见义乌看看

上岸，所以才把它分成三块。还听说，当年
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残害，不少胆大的
村民就爬到察院厅内高高壮壮的梁上躲起
来，这才逃过一劫。能文能武的龚一清恐怕
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的宅子还能以
这样的方式庇佑后世子孙。

墙体开裂、白蚁侵蚀、屋面变形、物件
受损……经过几个世纪的风雨侵蚀，再加
上天灾人祸，察院厅同其他很多古建筑一
样陷入困境。21 世纪初，大水畈村进行了

旧村改造，随着周围地势的增高，察院厅的
地势就相对低了很多，每逢雨水天气，第一
进房的屋前和厅内就会有积水。

采访当天，我们就是踩着露出水面的
石块进了大门，而后又以同样的方式穿
过前面厅堂。到了后面的厅内，只见包括
屋顶、木梁在内的许多东西都有翻修过
的痕迹，旁边的一堵围墙上竟然有个可
容孩童钻过的洞口，墙外的杂草大有“内
侵”倾向。

“要尽快修复，还要修得尽善尽美，
这是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如果我们这
一代传承不下去，不仅愧对先人，更对不起
子孙后代啊！”采访过程中，一位村民言辞
恳切地说。据了解，该村有几位热衷文物保
护的老人，除了义务看管外，还积极帮忙收
集相关资料。

据了解，除了寻常的修修补补外，察院
厅先后在2000年、2013年、2017年、2018年
历经多次修缮。

一探察院厅时的场景。

俯瞰察院厅

监察史院。

稠江廉院。

廉洁文化教育基地一角。

孩子们从小接受廉洁文化熏陶。

今非昔比太凝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