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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娄巷，原是一条位于无锡

市中心最繁华地段的宁静小巷。

这里有成片的明清民宅建筑群，

见证了数百年的城市沧桑。但是

近 13 年来，这里的宁静一再被惊

扰，围绕街区保护与开发的问题，

当地居民与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

明显的分歧。

13年前的改造风波

历史上，小娄巷一直被视为

人杰地灵的旺地。自南宋以来，

这里先后培育出 1 位状元、11 位进

士、15 位举人和近 80 位秀才，此

外，这里还是无锡“谈氏”“秦氏”

“孙氏”“王氏”四大望族的世居之

地。据秦氏秦山乐老人介绍，小

娄巷秦氏为宋代婉约派词人秦观

的后裔，到他这一代，已历 34 代，

秦氏后人至今大多仍生活于此。

小娄巷内的建筑自古以来皆

为民宅，走进街区，可以看出此间

建筑多为纵深发展的多进合院，

屋瓴与瓦舍间错落有致且井井有

条，铺排而出的是封建社会聚族

而居、长幼有序的伦理制度和传

统的建筑布局方式。

太平军攻占无锡时，小娄巷

内建筑大多被毁，而今的街区内

建筑多数为此后重建。解放后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小娄巷的传统

格局遭受严重破坏，东侧的北半

部被房地产开发商建造居民住宅

小区至小娄巷横街，上世纪 90 年

代以后，西侧的南半部分被几家

单位改建为现代化大楼，小娄巷

的街巷界面只剩半边，因此现在

的小娄巷实际只是“半幅巷子”。

但是这里依然保存了一些独

立完整的院落以及相对完好的街

巷空间格局。文物专家评论小娄

巷是“无锡城区现存历史最久、面

积最大、知名度最高的巷弄之一”。

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院落

如小娄巷 50 号，这里居住的秦家

后 裔 秦 寅 源 老 先 生 已 经 年 逾 80

岁。走进狭长幽暗的小弄，再折

过一道弯，小弄依旧向前延伸着，

长得令人难以置信，50 号里这条

小弄堂将近 100 米，创下了无锡现

存巷弄的长度之最。

1997 年，一家房地 产 开 发 商

提 出 要 对 小 娄 巷 进 行 改 造 开

发 。 由 此 开 始 ，拆 迁 还 是 保 留

的 争 议 成 为 漂 浮 在 小 娄 巷 上 空

的 一 抹 阴 影 。 作 为 宗族的世居

之 所，秦、谈 两 氏 族 人 对 小 娄 巷

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对开发商

的 改 造 提 出 了 异 议 。 包 括 秦 山

乐在内的 6 位老人开始奔走收集

小娄巷的历史资料，他们要将小

娄 巷 申 请 认 定 为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他 们 的 努 力 得 到 了 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保 护 中 心 主 任 阮 仪

三、无锡市文化局副局长顾文璧

等 13 位规划、文物专家的支持，

小娄巷于 2002 年 10 月被江苏省

人民政府列为第五批“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其中包括有 25 个门

牌号的现存古建筑。至此，小娄

巷才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

打造“慢生活体验区”

作为无锡市中心现存的历史

最悠久、面积最大的旧式民居群，

小娄巷随着岁月的变迁，开始呈

现出破败的景象，昔日的高堂大

屋，置于日益现代化的城市建筑

中，显得低矮破旧。原有的居住

建筑格局也被大杂院式的生活方

式 取 代，建 筑 群 内 分 割 复 杂，加

建、改建众多，一些院落形制几不

可辨。

为了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

无锡市崇安区政府将小娄巷改造

作为一项重点工程，提上了议事

日程。2008 年年底，当地政府决

定对小娄巷进行修复，利用其古

朴的建筑风格将这里打造成“慢

生活体验区”。按照相关设想，改

造后的街区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将

完全区别于周围环境的“闹”，形

成与都市“ 快”成对比的“ 慢”节

奏，与现代“效率”成对比的“非效

率”。这一设想提出后，相关部门

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到 2009 年年

初，该街区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已

完成规划设计。规划内容包括，

对小娄巷历史文化街区 1.19 公顷

核心保护区内建筑采取修缮、改

善、改造和拆除四种方式，将其打

造成为以文化创意、文化展示、商

业服务和生活居住为主要功能的

历史文化街区，同时加强规划范

围内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公用配

套设施建设，提升历史文化街区

的居住品质。

根据计划，到今年年底，小娄

巷街区将完成整体修复，总投资

三至四亿元人民币。

修复工程引发激烈争议

从规划书的内容看，小娄巷修

复工程应该是一项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与合理利用并举的工程。但

是相关部门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

一系列举措，却引起街区居民的

诸多不满。

2008 年 年 底 到 2009 年 上 半

年，无锡市建设局陆续向小娄巷

居民送达《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裁

决书》，要求居民 15 日内迁出小娄

巷。这让居民很不理解：“修复街

区，为什么要将原住民赶走？”他

们认为，根据《文物保护法》，作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小娄巷，修

缮、复建、拆除等均需相关政府和

部门批准，修缮、保养的主体，应

该是小娄巷的居民，即居住于此

的谈氏和秦氏后人。

小娄巷居民开始向江苏省建

设厅申请行政复议，江苏省建设

厅在进行相关调查后，于 2009 年

8 月，撤销了无锡市规划局核发

的有关小娄巷的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9 月 3 日，再次撤销了无锡

市建设局对小娄巷的房屋拆迁许

可证。

然而，当小娄巷居民以为可

以再次迎来宁静时，却遭遇了一

群身着迷彩服的人员的“协助搬

迁”。这群身份不明之人的野蛮

行为激起小娄巷居民的义愤，居

民多次要求无锡市公安部门立案

查处违法人员，然而，事件却最终

不了了之。如今，被打砸的部分建

筑还保留着几个大洞，居民们用油

布遮盖着，暂避风雨。

责令街区居民整体外迁，也

是导致小娄巷街区修复工程引发

激烈争议的一个主因。早在 2009

年 3 月的一次听证会上，秦山乐就

表达了他的担忧：所谓的保护性

修复，就是把原居民赶走，取得土

地使用权，然后再建造假古董、假

文物，搞商业开发？

而 关 于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的 保

护，包括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

委员会委员、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王景慧，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

罗哲文等在内的多位专家都曾表

示，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不仅要保

护其物质载体，还要保护物质背

后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街区原住居民对街

区文化的活态传承意义重大。

秦寅源是当初参与小娄巷申

请认定文物保护单位的 6 位老人

之一，但是如今他却只能用含糊

不清的语言向人们述说小娄巷当

年的辉煌，因为他患上了急性脑

梗死，而他的发病时间与小娄巷

拆迁工程基本同时。对于这些当

年坚持为小娄巷申请文物保护单

位认定的老人来说，小娄巷恐怕

已经不仅仅是祖先遗留的房产，

更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归宿。正如

老人们说的：“只为给子孙后代留

下些值得纪念的东西。”

小娄巷街区拆迁引发的争议
本报记者 乔 欣

4 月 5 日晚，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在开封清明上河园上演。该演出借用 9 首著名的宋词，

将《清明上河图》串联起来，用艺术写意的手法和高科技的舞美手段，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

世繁荣。图为演员在水上菊花舞台中载歌载舞。 新华社记者 王 颂 摄

北京市文物局日前公布了

《〈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实

施细则》（试行），对文物申请认

定程序作出具体规定，细则将

从 4 月 10 日起施行。

2009 年 10 月 1 日，文化部

颁布的《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

法》正式施行。有文化遗产保

护志愿者曾向北京市数个区县

文化委员会分别递交了不可移

动文物认定或定级申请书，但

被告知，鉴于北京市《文物认定

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尚未

出台，没有具体的操作指导和

明确的实施细则，不能回复是

否受理。

文物认定“属地管理”

《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

无论是不可移动文物还是可移

动文物，区县文物行政部门受

理文物认定申请后，应在 20 个

工作日内作出决定，需要委托

专业机构或专家评估，以及需

要通过网上公示等形式听取公

众意见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

20 个工作日内。

对 于 不 可 移 动 文 物 的 认

定，《实施细则》规定，依据属地

管理原则，申请人申请对某一

文化资源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

的，由该文化资源所在区县文

物行政管理部门开展具体的认

定、登记、公布工作。区县文物

行政管理部门在开展认定工作

时，应当通过网上公示、座谈

会、实地走访、征求专家意见或

组织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公众意

见。认定结果为不可移动文物

的，区县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

在向申请人送达不可移动文物

认定表后 60 天内，将认定结果

向市文物行政部门备案，并以

网上公告、新闻媒体发布等形

式向社会公告。

对于可移动文物的认定，

《实施细则》规定，北京市各级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只接受北京

居民（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的

申请，申请应向户籍所在地区

县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在

此前文化部颁布的《文物认定

管理暂行办法》中，对提出可移

动文物认定申请的申请人资格

并没有户籍方面的规定。

该细则将于 4 月 10 日起施

行，北京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如果是在此之前提交的申

请，也是有效的，区县文委也应

该受理。不过从程序上看，申请人

还需要按照统一格式补充提交

申请书。

申请人限制为利益当事人？

《实施细则》公布后，北京

市文物局联合各区县召开了研

讨会，代表们根据各地实际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针对实施后

可能出现的问题，北京市文物

局以及一些区县文化委员会的

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

出，对于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

申请，应考虑对申请人的身份

进行限定。

《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的出台为普通公众提供了可以

直接参与文物保护的新途径。

《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正式

实施后，北京各区县的文物行政

管理部门接收到多起不可移动

文物认定申请，其中相当一部分

是北京老城区建设中已经被部

分拆除或面临拆迁的历史建筑。

对此，北京市文物行政管

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解释：老城

区正在实施的拆迁项目，大多

数在多年前已经得到了政府部

门的行政许可，当时已经有相

关文物专家对这些拆迁项目涉

及的历史建筑进行了鉴定与论

证，认为可以对其实施拆除或

迁建。如今，文保志愿者针对

这些建筑再次提出申请，对于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来说，受理

申请、邀请专家论证，不仅是重

复了多年前的工作，认定结果

也依然可能是相同的。

另外，由于其中一些建筑

已经成为私房，在受理申请之

后的调查过程中，文物行政管

理部门发现有些房屋主人并没

有表示出希望住房被认定为不

可移动文物的热切意愿。

届于以上原因，研讨会上，

有区县代表建议，将不可移动文

物申请人限定为利益当事人。

北京市文物局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日前公布的《〈文物认

定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在

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

不足之处，针对出现的问题，文

物行政部门将在未来的实际工

作中不断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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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市是日本一座古城，早

在 8 世纪末，桓武天皇在京都建

都，当时称作平安京。它作为贵

族社会的“舞台”，在随后长达 400

年（794 年至 1192 年）的平安时代

里培育了王朝文化，留下了不少

古老的建筑或遗迹。15 世纪后期

的应仁之乱使得京都成为武士团

争斗的战场，几乎沦为废墟。丰

臣秀吉 16 世纪末统一天下后大兴

土木，对京都的城市结构进行改

造。1869年首都迁至东京后，京都

随之失去首都地位。1889年，京都

市作为一级地方政府正式诞生。

因文化遗产丰富，它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时未遭战祸，幸免于难。

漫步京都市的大街小巷，各

种古老的建筑和遗迹随处可见。

据统计，这座古城的国宝、重要文

物多达 1693 处。1994 年，以京都

市的文物为主，上贺茂神社、下鸭

神社、清水寺、金阁寺、银阁寺、二

条城、西本愿寺等 17 个寺院被列

为世界文化遗产。京都市的夜景

尤其迷人，在古城四角多层探照

灯的照射下，一个辉煌灿烂的古

堡光影应运而生，令人叹为观止。

游客来到京都市，都会慕名

前往清水寺。它已有 1200 多年的

历史，成为最受人们喜爱的佛教

寺院。它的“本堂”有别具一格的

四面坡桧木屋顶，供奉的是观音

菩萨，前来求神拜佛的善男信女

络绎不绝。这座香火旺盛的寺院

虽然历经沧桑，但保存完好。像

日本其他许许多多的寺院一样，

它在高高的屋檐和大梁之间都安

装了密实的细网，鸟儿无法入内，

从而避免了天长日久对寺院酿成

的祸害。说起来也许令人不可思

议，清水寺的外墙干净到用手摸

上去竟然没有灰尘的程度。

日本政府 1950 年将有关法律

加以综合，颁布了《文化遗产保护

法》，使得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

更加系统和完善。在日本，文化遗

产保护分为六大类，即有形文化遗

产、无形文化遗产、民俗文化遗产、

名胜古迹、文化景观和传统建筑

群。为了保护那些极易损坏的文化

遗产，政府投入巨资将其加以复制，

“请进”室内，精心“供养”起来。

京都市对古建筑的保护已列

入重要的议事日程，根据不同的档

次拨入数额不等的维修资金。以

清水寺的“本堂”这种国家级的文

物为例，在维修时国家和京都分别

出资 50%。这座平安时代的古建

筑在1629年曾被大火烧毁，后耗费

重资重建，几个大殿已全部改建成

木制结构。前些年，有人曾打过清

水寺的主意，想在这块“风水宝地”

旁边修建高楼。该寺院立即采取

措施，毅然决然地买下了那块地

皮，以防止文物环境遭到破坏。

从保护古都的风貌出发，京都

市坚持不建高楼，严格规定城内的

建筑一律不得超过 45 米。尽可能

地不拆民居，对住老民居有困难的

家庭，政府给予经济上的补助。虽

然不少街道十分狭窄，但从来没有

随意扩大加宽过。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京都市不允许出现亮丽的红颜

色，谁也不能通融，任何建筑物不得

例外。例如，为了与古城色调统一，

京都城里开连锁店的麦当劳也只好

破例第一次将鲜艳的黄色墙改涂成

暗棕色。再如，京都电视台在设计

时也顾全大局，被刻意造成佛寺香

案上的蜡烛形状。京都市地铁的工

期一拖再拖，修了几十年才通车。

原来在修路过程中多次发现了文物

古迹，只得暂时停下来，制定出保护

办法后才能继续施工。细节成就大

业，足见京都市各行各业保护文物

遗产的责任感，京都市居民保护古

都风貌的主人翁意识。正因为这种

对古迹保护高度重视的理念，使得

京都市成为名符其实的古城。

每年，参观京都市的游客多达

4000万，其中有近百万外国人，观光

旅游成为该市的主要产业。有趣的

是，京都市还出台了一项与众不同

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措施，规定凡是

穿和服这一日本国服出门的女子可

以享受优惠的待遇。如乘坐出租车

能享受 9 折，购物可享受 9.5 折，逛

公园一律免费。“此举的目的在于呵

护日本的根，其意义不言而喻。”一

位名叫加藤真吾的日本学者说：“根

据《文化遗产保护法》，日本传统表

演艺术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可以

加以更改。”

京都保护遗产有刚性规则

麦当劳破例改刷墙色
李忠东

经过半年多的考古发掘，南

京市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在南京

内秦淮河边的颜料坊地块发现了

东吴木简、六朝至宋代的驳岸码

头，以及农具、兵器和釉上彩瓷器

等各类文物 1000 多件，尤其是驳

岸码头的发现，为秦淮河的变迁

提供了实物证据。近日

南京市召开的一次专家

会上透露，这一地块即

将兴建“面向长三角成

功人士”的豪宅，仅地块

出让价就高达 11 亿元。

这处遗址究竟要不要保

护，该如何保护，成为各

方专家辩论的焦点。

颜料坊地块之所以

敏感，是因为包括其在

内的南京老城南拆迁涉

及破坏历史街区，2006

年来两度引发专家学者

集体上书，温家宝总理

作 出 重 要 批 示 。 采 访

中，各位专家均出言谨

慎，然而在保护的手段

和范围上观点却泾渭分

明。

一种观点认为，颜

料坊不该建高档住宅。

南京号称六朝古都，目

前城外有辟邪等六朝石

刻，城内可见的六朝遗

迹只有两三处。考古证

明，内秦淮河从六朝时

的 130 多米宽缩至现在

的 20 米，现在唯一能展

示这条“南京母亲河”变

迁的，只有颜料坊一处

遗址。考古证实这里的

文化地层深达9米，随着河道变窄，

古人在退出的河道上建房，因此留

下了六朝以来的房址、街巷等遗迹，

是历代市民生活的“化石”。而按目

前的设计方案，建住宅将挖空地下

作通道和停车场，那么，地下文物和

历史信息将很难保全，文物具有不

可再生性，破坏了就再难挽回。

而持另一种观点的专家则认

为，颜料坊地块已按正常程序拍

卖出让，开发商本身并无违法之

处，目前拆迁、规划、项目设计等

程序都已完成，接下来的投资建

设也已启动，数亿元资金已经投

下去，此时“刹车”，损失谁来负

责？而且已很难找到相同品质的

地块与开发商进行置换。即使保

护下来，由于地下文物

零散，市民到现场除了

泥 土 和 墙 砖 也 看 不 到

什么，这样的保护价值

和 意 义 并 不 大 。 而 颜

料 坊 地 块 处 于 南 京 市

的 黄 金 商 圈 ，寸 土 寸

金，从城市经济发展的

角度来说，颜料坊地块

空置也是一种浪费，决

策 者 也 需 在 保 护 与 发

展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南 京 内 秦 淮 河 两

岸 被 列 为 南 京 市 七 大

重 点 文 物 埋 藏 区 之

一。据史料记载，颜料

坊 处 于 六 朝 时 最 繁 华

地 段 ，秦 淮 河 上 24 桁

（浮 桥）中 的 竹 格 桁 就

在这一带，周边还有禅

灵寺和禅灵渚渡，是梁

朝 大 将 王 僧 辩 平 定 侯

景 之 乱 挺 进 秦 淮 河 的

突 破 口，也 是 成 语“ 江

郎才尽”中江淹梦中得

神笔的地方，此次在颜

料 坊 地 块 还 发 现 了 六

朝时期和宋代的 3 个码

头 驳 岸 。 有 专 家 综 合

以 上 两 种 不 同 意 见 提

出了第三种折中方案，

即 在 小 区 建 设 过 程 中

避开码头等重要遗迹，结合小区

的绿地和小广场，将一部分遗址

给予保留和展示，使文化遗址变

成居民生活的一部分。

南京市文 物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文 物 部 门 保 护 遗 址 的 态

度 非 常 明 确 ，但 是 具 体 的 保 护

面积和保护手段，还需待 5 月考

古 发 掘 结 束 后 ，邀 请 专 家 进 一

步论证。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尚栩）

法国巴黎近郊富丽堂皇的凡尔赛

宫近来希望得到“特工”的垂青，

这座古老的皇家宫殿自荐成为下

一部 007 系列影片的拍摄地。

据 法 国《费 加 罗 报》近 日 报

道，在凡尔赛市市长的鼓励下，凡

尔赛宫管理部门已经向 007 系列

影片的制作公司EON Productions

提出这一建议。

报道说：“或许几个月后，凡

尔赛宫就能迎来‘特工’界最知名

的人物：詹姆斯·邦德。”文章不仅

构想了多种邦德在凡尔赛宫亮相

的场景，还为片中的“邦女郎”虚

拟了路易十四后人的身份，令人

读后不禁浮想联翩。

始建于 17 世纪初的凡尔赛宫

坐落于巴黎西南郊，如今是法国

的著名景点，每年都会吸引来自

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

以 詹 姆 斯·邦 德 为 主 角 的

007 系 列 影 片 已 经 拍 就 了 20 余

部，引人入胜的剧情、精彩刺激

的画面，以及英俊靓丽的演员为

该 系 列 影 片 在 全 球 吸 引 了 大 量

观众。

凡尔赛宫自荐成为下部007影片拍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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