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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榕政综〔2020〕3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公布第八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直各委、办、局（公

司），市属各高等院校，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

王仁堪故居等 11 处第八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及其保护

范围，已经市政府 2019 年第 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

附件：第八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及其保护范围

福州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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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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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八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及其保护范围

序号 名单 年代 地址 简介 保护范围

1 王仁堪故居 清 鼓楼区东街街道孝义巷 为王仁堪祖父王庆云（原清工部尚书）

旧居，旧称“尚书第”，清乾隆年间

（1736-1795年）建，清道光、同治年间重

修。王仁堪出生于此，王仁堪中状元后，人

们称此处为“状元府”。故居占地面积2000

多平方米，坐北朝南，呈曲尺形，周以封火

墙。故居东面为王氏祠堂，坐北朝南，单进，

穿斗式木构架，面阔三间，进深七柱脚，双

坡屋顶，四面封火墙。原为王氏先世“西清

王”的“荆花馆”。清道光9年，王庆云中

进士后，将“荆花馆”改为祠堂。1991年市

人民政府挂牌保护。

向东延伸至孝义巷、向西延

伸至竹林境新村、向南延伸

至灯笼巷，北至故居围墙

2 苍霞洲基督教堂 民国 台江区苍霞洲文通弄17

号

1924年由英国圣公会重建，占地面积

805平方米，为哥特式三层砖木结构，坐西

南朝东北，呈十字形排列。该堂是福州地区

现存的具有典型英国风格的建筑，其规格宏

大，保存较为完好。

围墙四周各向外延伸2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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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单 年代 地址 简介 保护范围

3 通明古井 五代 仓山区下渡街道下藤路 井始凿于五代闽国时期，圆形井壁，直

径约 5.6 米，深 3.35 米，井栏为长方形，

长 1米，宽 0.5 米，高 0.76 米，地上部

分为民国时期重修。井背面刻楷体“兴

义上境”四字，正面刻楷书“古迹大井”

四字，为仓山下渡“十镜祠”七星井之一，

见证仓山地区的历史。

井周边10米

4 思万楼 民国 仓山区劳工社区公园路福

州市外国语学校内

建于1925年，由三一学校校长为纪念

第一任校长万拔文发起兴建，故名思万楼。

楼为哥特式城堡形塔式建筑。红砖结构，

三层，四周拱形门，占地约 25 平方米，

高约 18 米。楼顶层大钟是英国都柏林威

尔逊公园基督堂所赠。

建筑四周各向外延伸15米

5 店坂桥 清 晋安区日溪乡梓山村 又名多桥亭，该桥为贯木拱桥、单孔，

横跨溪涧南北两岸，廊屋式桥，长 31.7 米，

面宽 8.5 米。桥孔呈八字形，桥台由花岗

石砌造，上由三层横竖交错的 51 根木梁

构成桥梁，桥架上铺设木板以通行人，

桥面上设置长方形廊屋，屋顶横梁墨笔

楷书“大清嘉庆拾陆年辛未（1811 年）”

等字，为福州市城区现存最大的木拱廊桥。

桥周围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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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单 年代 地址 简介 保护范围

6 闽安龙门摩崖石

刻

宋 马尾区龙腰山东麓国道

104旁

摩崖石刻高 2 米，宽 1.1 米，“龙门”

二字纵行楷书镌刻，字高 0.86 米，宽

0.76 米。相传系朱熹为祀大禹疏河决江

凿龙门而刻。龙门石刻右侧有赵与滂诗

刻、无名氏题记。

石刻四周各向外延伸30米

7 杜锡珪摩崖石刻 民国 马尾区罗星街道沿山社区 自右至左横刻颜体楷书“鹤寿”，落款“杜

锡珪 ”，刻于民国16年。该石刻具有一定

典型性，为研究马尾石刻艺术提供实物参

考。

向东延伸20米，向西延伸

至沿山西路，向南延伸20

米，向北延伸20米

8 文石登文道码头 明 长乐区潭头镇文石村 登 文 道 码 头 始 建 明 永 乐 年 间

（1403-1424），明万历、清乾隆、光绪几度

重修。登文道是明清时期长乐重要的码头渡

口，是长乐学子进京考试的必经之路，也是

长乐商客出远洋的始发地。登文道坐北向

南，伸入江中，长百余米，每块条石长4米，

宽1米，现存条石16块。登文道码头是研

究长乐古代交通史、古代建筑史的重要实物

载体。

附属文物文石天妃庙始建于明永乐七年

（1409），清代重修，现仅存两堵残垣，庙

墙嵌郭汝霖、肖崇世所撰《重修文石庙碑

记》，共二通。据《长乐文石志》记载，郑

和下西洋，四次经此设祭开船。2001年修复。

东、南到山脚，西至田地，

北临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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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单 年代 地址 简介 保护范围

9 西关天后宫 清 长乐区吴航街道西关村西

关桥东北处

原郑和所建天妃宫位于南山之阳，清乾

隆二十六年（1761）移建于此处，清嘉庆二

十年（1815）重修。天后宫为土木结构，坐

东向西，占地面积936平方米。由前至后依

次为：正门、戏台（已改）、天井、拜亭（两

侧钟鼓楼）、大殿。大殿面阔三间、进深七

柱悬山顶，两侧封火墙。大殿主祀天妃。正

门额匾“天后宫”，两侧“海晏”、“河清”

匾。宫前保存有清嘉庆重修天后宫碑一通。

向东延伸至挡墙，向西延伸

16米，向南延伸8米，向北

延伸至义屋祖厅

10 李参将军故居 明 长乐区首占镇黄李村中部 李参，永乐七年（1409年）跟随郑和下

西洋，从征有功，授忠武校尉，累迁游击定

远将军、总管府中军。故居后座建于元末，

系黄李村李、黄二姓开山祖李彰所建，前座

与中座为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李参续建。

故居土木结构，坐东朝西，占地面积684平

方米。中轴线由前至后依次为：门厅、前天

井、前座、后天井、后座。一进门厅，面阔

三间，进深五柱。二进前座，带前廊，面阔

三间，进深七柱。三进仅存建筑基址。

建筑墙基向东延伸13米，

向西延伸12.8米，向南延

伸8.7米，向北延伸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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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单 年代 地址 简介 保护范围

11 东关司马第 明 长乐区吴航街道东关社区

司马巷北侧

司马第为陈省居所，俗称官厅里。明万

历年间（1573-1620）建。陈省，长乐县古

槐人，明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历任浙江金华

府推官、山西道御史、后巡按山海关、湖广、

大理寺少卿、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后部右

侍郎等职。司马第为土木结构，占地面积

2574平方米，并排三座，每座二进，各座隔

封火墙。中轴线由前至后依次为：正门、前

天井、前座、中天井、主座、后天井、后座。

门楼额“司马第”，柱联“礼乐常遵东鲁，

衣冠实出南阳”。府第内尚存“三朝秉宪”

匾和石槽等文物。

向东延伸至牌坊以东14.5

米，向西延伸7.8米，向南

延伸至规划道路，向北延伸

至规划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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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1月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