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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故事

区划调整后展开大规模调研

北京旧城保护酝酿新的路线图
本报记者 丁敏帅

渔梁街：鹅卵石串起的绵长岁月
元小欣

北京市 52 年来规模最大的一

次行政区划调整已一月有余。东

城、崇文合并为新东城区，西城、

宣武合并为新西城区后，在文化

建设方面有着怎样的规划，又会

对 北 京 的 旧 城 保 护 带 来 怎 样 的

影响？

新西城：交叉调研 打通文脉

8 月 5 日 ，在 区 划 调 整 完 成

之 际 ，新西城区委组织部、区委

宣传部联 合 全 区 15 个 街 道 ，组

织“ 新 西 城 体 验 行 ”活 动 。 到 9

月底，将有近万名处级领导干部

和社区群众参观新西城，亲身感受

宣南文化、皇城文化的独特魅力。

参观内容包括大栅栏商业街、琉璃

厂 文 化 街、牛 街 礼 拜 寺、烟 袋斜

街、宣 南 文 化 博 物 馆、马 连 道茶

叶街、天桥、湖广会馆等。

而此前，新西城区委书记王

宁与区委副书记、区筹备工作委

员会政府筹备组组长张建东已开

始了交叉调研。作为原宣武区委

书记，王宁主要调研的是原西城

的各个街道、社区单位，而原西城

区区长张建东主要调研的是原宣

武区的街道单位等。

调研与互访的进行，使“古都

一翼”的概念呼之欲出。新西城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洋在接

受专访时明确表示，区划调整将

打 通 古 都 的 文 脉 。 不 仅 不 会 导

致 宣 南 文 化 的 湮 灭 和 北 京 历 史

文化发展脉络的割裂，反而会使

其 在 更 广 阔 的 平 台 上 得 到 传 承

和超越。

记者了解到，原宣武区和原

西城区都是北京市的文化大区，

合并后的新西城区，各级文物保

护单位达到了 189 处，其中国家

级 32 处、市级 75 处、区级 82 处。

据新西城区宣传部门介绍，合并

后新西城区的历史文化遗产，从

地上文物到地下文物，从皇家文

化到宣南文化，从景观风貌到文

化内涵，能够构成近乎完整的北

京历史文脉。新组建的区委区政

府相关部门未来将在认真梳理的

基础上，结合“十二五”规划的编

制，使文化事业在新的起点上有

新的发展。原宣武区和原西城区

内的古都风貌和京味文化将得到

更加充分的保护，皇家文化与宣

南文化将并存。

原宣武区文化馆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主管贺艳春相信，新

西城区设立后，文化项目可以统一

规划，而在文化产业投入上，新城区

也会考虑到南北的均衡，对于非遗

保护投入的力度可能会更大。

新西城区委区政府表示有责

任、有能力也有信心保护和发展包

括宣南文化在内的北京历史文化。

在今后的建设与发展中，包括会馆、

名人故居在内的历史文化遗存，将

按照“低碳、宜居、科技、文化”的标

准修缮，使之成为承载和弘扬京味

文化的重要阵地。

新东城：细数家珍 保护地名

和新西城交叉调研与互访体

验不同，新东城采取了干部集体

学习区情的形式。7 月底，新东城

区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云

斋，区委常委、负责区政府常务工

作的徐熙组织集体学习，分别向

原东城区、原崇文区的 730 余名处

级领导干部“晒家底”，介绍区域

特点和资源优势：从故宫到天坛，

从王府井到前门大街，从上演《功

夫传奇》的红剧场到四合院小剧

场“蓬蒿剧社”……

据原东城区人大调研，原东

城区是文物资源最多的地区，品

级高、数量多、密度大。全区有文

物保护单位 127 处，其中国家级 19

处，市级 66 处，区级 42 处。挂牌

保护的四合院 330 处。东城区还

是 拥 有 浓 郁 皇 城 文 化 气 息 的 地

域，共有 15 片历史文化风貌保护

区，面积近 5.9 平方公里，占东城

区 总 面 积 的 23.6% 。 而 原 崇 文

区，也 坐 拥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天 坛、

明 城 墙 遗 址、阳 平 会 馆、湖 南 会

馆 等 众 多 古 迹 。 新 东 城 区 的 设

立，将使北京核心区的东部彻底

贯通，连成一片。有专家建议建

立升级的“天坛经济圈”，笼括天

坛、故 宫 资 源，与 西 城 古 迹 整 合

为 北 京 独 有 的“ 世 界 遗 产 经 济

圈”，以 前 门 大 街 和 王 府 井 大 街

为两翼，统一规划，形成多层次、

全方位、多主题的产业格局。

新 东 城 区 委 书 记 杨 柳 荫 表

示，经过区划调整后的新东城，文

化 个 性 更 加 鲜 明 ，资 源 更 加 集

中。新东城将打造成为国际化、

现代化的“首都文化中心区”；新

东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是

北京特色、北京形象的重要代表，

未来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的窗

口区。

另外，原崇文特色地名将尽

可能保留。除现有的崇文门、崇

文 小 学 等 地 名 以 及 企 事 业 单 位

名称继续保留外，还将注重适当

增 加 一 些 增 强 崇 文 乃 至 南 城 文

化符号的地名。在适当时候，还

将引导南片地区的开发企业申请

具有浓厚崇文特色、南城文化特

色与涵义的楼宇、小区名称。

部分专家持审慎态度

北京市调整行政区划的目的

为“四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推进

区域均衡发展；有利于提高核心

区的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有利

于 加 强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的 整 体 保

护；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

政效率。其中提到，“区划调整后

可以集中力量加快老城区改造，

加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力度。”

“这样的表述显示当地相关

部门对已残存不多的旧城仍有意

继续加以拆除，如执意推行下去，

不但伟大的北京旧城将承受彻底

损失，而且城市的‘心脏病’将愈

发严重，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

题 无 法 缓 解。”北 京 城 市 史 著 作

《城记》的作者、北京历史文化保

护的呼吁者王军得知北京行政区

划调整的消息后感到担忧。

王军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

老城的空间格局往往成了新城发

展需要克服的对象——有老建筑

的拆除，才会有新建筑的高耸；新

城区的扩大，又是以老城区的缩

小为代价的。

为了推动北京旧城的保护，

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黄鸿

翔早在 2005 年就向全国政协提交

了一份《关于调整北京市城区及

近 郊 区 行 政 区 划 的 建 议》提 案。

黄鸿翔当时的设想是：一个区要

从 二 环 以 内 一 直 延 伸 到 五 环 以

外，形成放射形的区域。“这样可

以 在 二 环 内 搞 文 化、旅 游，在 三

环、四环建商务区、搞建设。”黄鸿

翔设计的北京区划调整方案虽然

最终未能实施，但由时任北京市

长王岐山亲自牵头负责该课题的

研究，足见北京市政府对这一提

案的重视。

然而，“这次公布的北京行政

区划调整方案和我当初的设想不

太一样。”黄鸿翔坦言，“还是在旧

城里动脑筋，若发展产业，还是要大

拆大建。”不少持审慎观点的专家也

担心，原来东城、西城的发展空间已

大大饱和，南拓需求迫切，产业转

移、开发旧城的冲动，是否会改变南

城长久形成的文化生态，城南文化

会不会因此模糊、变味？

目前，由于区划调整带来的

机构整合、人事安排等工作尚未全

部完成，部分文化保护工作处于

停滞状态。去年，崇文、宣武两区

曾联合申报“宣南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然而，在今年新增的 4

处“ 国 家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实 验 区”

中，却并未见到宣南文化生态保

护区的身影。记者就此事征询新

东城和新西城的相关机构，也未

能得到确切信息。

近日，20 尊以农民工为主题的雕塑在合肥中环艺术馆正式与市民见面，这些形态各异的作品全部以在

合肥工作的建筑工人为原型塑造。图为一名工人和以其为原型创作的雕塑作品合影。 （新华社发）

渔梁古镇位于安徽省徽州歙

县城南，依练江而建，镇里有条渔

梁古街，依山傍水，蜿蜒而去。镇

上的居民在古街两边生息，沿江

行 商 的 路 人 在 这 里 休 憩 。 渐 渐

地，老街两边的民居、店铺及祠堂

林立。这里成为一方热闹欢腾的

天地。

可与都江堰媲美的渔梁坝

渔梁坝紧邻渔梁古镇南侧，

始建于隋 末 唐 初 。 隋 末 汪 华 举

兵保六州平安，并迁歙州州治于

今 练 江 岸 边 的 歙 县 县 城 所 在

地。然而练江时常泛滥，水涝时

祸及城根，水旱时城内井枯。历

届 地 方 官 不 得 不 在 练 江 之 上 垒

石 为 梁，以 蓄 上 游 之 水，缓 下 游

之 流 。 但 受 当 时 筑 坝 技 术 的 局

限，石坝多次被水冲毁。为保一

方平安，只得垒而毁，毁了再垒，

直至明代弘治年间府尹彭泽亲自

督工重修。

彭泽清去坝心灰沙，表里都

以方石为材，并将背水坝面做成

斜面以抗击水流冲击。砌筑的多

层条石之间以石燕尾销钉连接，

相互咬合锁死，每隔 1.5 米左右，

还有竖向石墩插入，让上下层之

间也能连成一体。此外，坝上还

有三处从北至南渐次低落的泄水

槽，以调节水位，水大时可漫坝而

过。最北面坝体背水面的斜坡上

还 留 有 一 方 水 井 ，供 居 民 生 活

之用。

如今经历了百余年风雨沧桑

的水坝仍在发挥效用，这不仅要

归功于花岗岩的坚硬，更是岩石

间的石钉石锁这种建筑设计发挥

效应的结果。怪不得我国古建专

家郑孝燮先生会给出“渔梁坝的

设计、建设和功能，均可与横卧岷

江 的 都 江 堰 相 媲 美 ”的 高 度 评

价。站在坝上远眺，练江美景尽

收眼底。宋代大儒朱熹讲学的紫

阳山上竹涛阵阵；两岸金灿灿的

油菜花和山光云影一起在碧波间

荡漾……

商业兴盛的渔梁街

沿着渔梁坝北端的百步阶梯

上行便是渔梁古镇。坝是水上之

梁，有梁蓄水，便有鱼可渔了，于

是，便称为“渔梁”，镇也就叫做渔

梁镇了。自从有了渔梁坝，周围

的一切都跟着兴盛起来。

从空中俯视渔梁古镇，像一

条大鱼溯江而上。渔梁街是全村

的主街，东西走向，仿佛是大鱼的

脊椎骨，南北垂直衍生出的十数

条 巷 子 则 是 鱼 骨 刺 。 这 样 一 个

并 不 复 杂 的 道 路 结 构 长 期 服 务

着 古 镇 繁 忙 的 交 通 运 输 和 日 常

生活。

和徽州“一门三进士”“父子

皆宰相”的古村不一样，渔梁镇是

平民的聚集地。反映在建筑上，

没有了徽州传统的“忠孝礼节”牌

坊，少见高墙大宅，少有庭院深深

深几许的幽邃。相反，渔梁街最

有特色的就是建筑物的开放式立

面。临街而建的二层小楼亦店亦

宅，底层面街多为整面的木铺板

门，平时打开可以运货经商，洪水

来临还可以泄洪。居民逢大水时

便把前后木板全部拆下，只剩房

屋框架受水冲击，大大加强了房

屋的泄洪能力。当洪水退去，清

掉屋内泥沙，再装上木板门槛，又

可正常生活。

清末至 20 世纪 60 年代，渔梁

商业街仍有船行、客栈、货栈等店

铺 100 余家。随着交通工具的更

替，商业贸易逐渐向县城转移，渔

梁 古 镇 的 发 展 才 呈 现 衰 弱 的 趋

势。如今，作为徽商之源的渔梁

古镇大力发展旅游业，又使自己

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春雨初霁，残留在空中的水

汽给街上的团形鹅卵石涂抹了一

层亮色。一位老婆婆在门口摆了

臭鳜鱼、芙蓉糕来卖，身边还有一

条静静伴她的老狗。这条老街的

气质就在这宁静的氛围中沉淀。

渔梁古地故事稠

渔梁街中段有一座水磨砖雕

门楼、黑漆大门的高宅大院，这便

是巴慰祖故居博物馆。巴慰祖是

乾隆年间声名显赫的篆刻大师。

他年少时就喜欢刻印，对钟鼎款

识、秦汉石刻等“务穷其学，努力

钻研”。其印作构思精巧、典雅工

稳，有 流 畅 挺 秀、工 致 细 润 的 美

感。除了精篆刻，巴慰祖还善书

画、工诗词，被世人誉为诗、书、

画、印“四绝”。

巴慰祖故居坐北朝南，二层

三进，总面积达 1300 平方米。高

大敞亮的客厅四周挂满字画，玻

璃柜中陈列着各式名家印章，小

小阁楼因为众多的宝物而光芒四

射。巴氏第十三代直系后裔巴雨

为了不让历经 300 年风雨的老宅

破败不堪，1998 年他和同是徽人

的夫人胡丽萍一起投巨资修葺古

屋、扩大展厅和充实展览精品，并成

立安徽省首家民办博物馆——巴慰

祖故居博物馆。修葺古屋时，建筑

师傅曾挖到一块石碑，巴雨顺着石

碑上文字的记载居然找到一罐价值

百万的巴慰祖印章。据说坛子是巴

慰祖孙子辈埋下的，后面几代人都

没见过，这些印章大大丰富了博物

馆的馆藏。

“一送郎，送到枕头边，拍拍

枕头睡睡添；二送郎，送到床面前，

拍拍床沿坐坐添……”这支叫做《十

送郎》的小调在渔梁古街上流传了

几百年，当地很多老婆婆还能哼出

它的调子来。闲坐门墩儿的老婆婆

说，以前渔梁镇上吃饭的桌子都是

两个半圆拼对起来的，如果哪家的

丈夫到外地做生意了，这家的女人

就只能用半张桌子来吃饭。留守的

女人不仅要照顾老小、养家糊口，更

要 终 日 为 出 门 在 外 的 丈 夫 提 心

吊胆。

渔梁街和练江平行，朝江一

面的小巷都通往码头，靠江一边

的店铺往往也是前街后江，可直

接到达公共码头或私人码头。渔

梁坝上游，一座三角形的小亭挑檐

入江，这便是著名的太白问津处。

据宋《太平广记》记载，唐天宝年间，

大诗人李白在洛阳同华传舍看到许

宣平的一首题壁诗：“隐居三十载，

筑室南山巅。静夜玩明月，闲来饮

碧泉。樵人歌垅上，谷鸟戏岩前。

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被李白

惊赞为“真仙人诗也”，于是欣然动

身寻访许宣平。

李白沿新安古道来到渔梁古

镇，登上一翁独撑的渡船。在船

上，李白向老翁打听许宣平的住

址，老翁笑答：“门前一杆竹，便是

许翁家。”李白访仙心切，一时竟

没有悟出话中含义，待下船后才

突然想到“门前一杆竹”不就是渡

船吗？原来撑船老翁便是仙人许

宣平。回头再找，老翁和渡船早

已不知去向，后人便在此修建了

李白问津亭。

渔梁街默默地躺在古镇中，

当时为了防止搬运工滑脚而铺设

的鹅卵石随着街道蜿蜒千米。没

有 人 知 道 它 们 在 这 里 安 放 了 多

久，只是两旁泰源盐栈、元和堂道

地药材的门额都已依稀难辨，可

它们还在细数着来往的脚步，编

织着古镇绵长幽远的岁月。

巴慰祖故居 街景 渔梁坝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西安

市政府获悉，西安市“十一五”期间

建成456个农家书屋，“十二五”期

间西安市还将建设 2465 个农家书

屋，使行政村农家书屋覆盖率达

到 100%。

据 了 解 ，西 安 市 将 力 争 到

2015 年全面实现区县有文化馆、

图书馆，乡镇有文化站，村有文化

室的建设目标。完成蓝田、周至、

临潼 3 个区县 709 个 20 户以下自

然村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建设任

务。西安市将重点做好居民社区

和农村发行网点建设，使全市城

市新区、新建居民社区、乡镇农村

图书发行网点覆盖率达到 60%。

近年来，西安市加大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力度，加快构建覆盖

城乡、群众满意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按照每个农家书屋 2 万元

的出版物配送标准，目前全市 456

个农家书屋建设任务已基本完

成。配送结束后，西安市建成农

家书屋总数将达到 697 个，全市

农家书屋行政村覆盖率将超过

22%。 （梁 娟）

西安农家书屋将覆盖所有行政村
本报讯 （记者江继兰）中国

邮政将于 9 月 13 日发行“香格里

拉”特种邮票一套四枚，面值 4.8

元；同时发行小型张一枚，面值 6

元。

“香格里拉”藏语意为“心中

的日月”，而在现实世界里，它是

“世外桃源”的代名词。这片秘境

究竟存在与否，身处何方，很久时

间都是个谜。1996 年云南省政府

组织了调研组，对“香格里拉”开

展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得出“香格

里拉”就在云南迪庆的结论，并于

1997 年 9 月 14 日在第二届康巴艺

术节期间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

界宣布这一结论。中外游客纷至

沓来，希望一睹这片未曾被世俗

沾染的土地。

中国邮政也将香格里拉纳入

了邮票发行的选题计划，经过数

年的考察论证，最终将湖泊、花海

草甸和青稞交织的纳帕海，“远近

百里如见佛光”的葛丹·松赞林寺，

由碧塔海与属都湖生态旅游区组

成的普达措国家公园以及“月光

城”独克宗古城 4 个极具代表性的

绝美佳境分别作为4枚邮票的图案

表现主题。神秘莫测的梅里雪山

则作为邮票小型张的主图。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发行

的涉及云南题材的邮票有 50 余

套。丽江的小桥流水、大理的绮

丽风光、版纳的民俗风情、德宏的

泰族建筑等都在其中。

北京盛装迎来“皇家园林文化节”

香格里拉特种邮票出炉

据新华社消息 由五彩缤纷

花卉装扮的颐和园、天坛公园、北

海公园、景山公园等皇家园林，8月

18日盛装迎来“北京皇家园林文化

节暨第五届北京公园节”的开幕。

据了解，此次公园文化节的主

题为“展现皇家园林文化，丰富城

市现代生活”。

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畔的德和

园内红灯高挂，五颜六色的鲜花竞

相绽放。在素有“京剧摇篮”之称

的德和园举办的“北京皇家园林文

化节暨第五届北京公园节”开幕式

上，上演了一场京味儿十足的“皇

家秀”——以民乐演奏《茉莉花》开

场，皇家宫廷舞《清宫韵》、京剧名角

唱腔选段《“京”彩皇林》粉墨登场。

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以北海白塔、

颐和园十七孔桥、香山红叶、景山

牡丹等名园景观元素为素材进行

的服饰展示，一件件充满中国色彩

的精致服装将皇家园林景观进行

了浓缩展现。

来自北京植物园、英国皇家植

物园、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等

中外皇家园林代表在开幕式上互

赠礼品。

据介绍，本届公园文化节“6+1

百日百项活动”异彩纷呈。活动可

分为“动”和“静”两部分，共同展示

了古都公园的特色景观、丰富多

彩的文化内涵。 （殷丽娟）

本报讯 （记者丁敏帅）8 月

18 日，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区保

护改造办公室在其网站上发布

《关于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部分

景观移建的情况说明》，就一些市

民针对“大明宫遗址公园尚未开

园，部分已建成建筑却遭拆除”提

出的疑问给予答复。

8 月 16 日，有网友在西部网

论坛爆料：即将于 10 月 1 日开园

的大明宫遗址公园，已建成的部

分建筑正在被拆除。“含元殿后，

位于中轴线上一座原已建成的

宫殿的钢架被切割拆毁，横七竖

八扔在一边，所种的树木也被拔

掉躺在基座下边。在含元殿东侧

已建成的一座城门雕塑也被拆

除，外面的一层钢板已被切割开，

漏出内部的混凝土主体。工人们

正用凿岩机将其凿断。”这种建了

又拆的做法，让周围的市民和网

友们疑惑不 解 。 有 市 民 质 疑 这

是在浪费国家资金，也有网友猜

测“是不是涉及违规建设或施工

单位建筑质量不合格，从而导致

拆迁”。

针对这些疑问，西安曲江大

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办公室工作

人员表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正 处 于 建 设 过 程 中 ，在 此 过 程

中，任何建设调整都属正常，目

的是为更好展现大明宫遗址的

文 化 内 涵 。 关 于 网 友 看 到 的 3

处景观被拆除，是因为在建设过

程中，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办

公室接到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参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指示，

部分展示手法需要从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角度进行调整，网友所

指的拆除，是为适应申遗要求，实

际上是在异地以另一种方式展

示，并无资产损失。

该办公室工作人员还表示，

关于遗址公园的概念还处于探索

阶段。自2007年10月大明宫国家

遗址公园项目启动以来，得到了各

级政府、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大

力支持，许多热心市民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开

园前，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办

公室将邀请市民代表参观遗址保

护施工现场。

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办公室：

建 筑 拆 除 未 致 资 产 损 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