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 罗 尼 亚 位 于 意 大 利 北

部，是个富裕的历史文化名城，

市中心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

期 最 大 的 建 筑 群 体 —— 建 于

1088 年的欧洲最古老大学博罗

尼亚大学。博罗尼亚城市规模

不大，人口不到 50 万，老城居住

人口不足 10 万。老城因为拥有

两 座 建 于 中 世 纪

的姐妹塔楼（一高

一 矮）而 闻 名 遐

迩。另外，博罗尼

亚 城 市 里 的 人 行

道 均 以 走 廊 形 式

修筑，故被建筑师

称为“柱廊之城”。

意 大 利 人 对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的

保护起步早、数量

多 、质 量 高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的

理 念 在 那 里 已 经

上 升 为 一 种 全 民

意 识 。 博 罗 尼 亚

则 是 世 界 上 第 一

个提出“把人和房

子 一 起 保 护 ”（整

体 性 保 护）的 城

市。所谓“整体性

保 护 ”，就 是 既 要

保 护 有 价 值 的 古

建筑，还要保护生

活 在 那 里 的 居 民

的原生态，留住原

来 的 居 住 者 ——

一 般 指 社 区 里 原

有的低收入家庭。

在 博 罗 尼 亚

旧城改造过程中，

同 样 也 面 临 开 发

后的住宅走向“绅

士化”的倾向（“绅

士化”这个词是从

法 语 词 根 演 变 而

来的，在城市社会

学中特指“中上阶

层 涌 入 传 统 蓝 领

阶 层 居 住 区 ”，这

个 潮 流 往 往 伴 随

旧 城 改 造 而 来）。

旧城改造，这条看

似 光 明 的 前 途 却

有 着 难 以 想 象 的

阻 力 —— 因 为 居

住 在 原 社 区 里 的

低 收 入 家 庭 没 有

能 力 承 租 经 过 改

建后的房屋。

1970 年，当 时

的博罗尼亚市政府由意大利共

产党执政，市政府聘请罗马著

名的建筑规划师柴菲拉提任总

规划师，提出整体保护规划，其

要点是利用公众住房基金改善

社区居民的居住环境，保护古

建筑；并用法律形式规定居住

其中的 90%以上的旧住户必须

留下来，居住在社区里的低收

入家庭的租金不能超过其家庭

收入的 12%至 18%，从而实现历

史街区里“原来谁住的房，改造

后 还 由 谁 住 ”的 旧 城 改 造 目

标。举例来说，在某个街角，开

发前是面包房、咖啡馆或花店，

改造后仍归原主人管理。这项

改造规划因为照顾了社区中、

低收入家庭和小店主的利益，

因此深得居民欢迎，群众参与

热情非常高。

博罗尼亚旧城改造取得了

成功，最重要的经

验 就 是 完 整 保 护

了古城的风貌。古

城风貌不仅包括那

些 有 形 的 文 化 遗

址，如宫殿、教堂、

街巷、旧房，还包括

一个城市有别于其

他城市的无形的人

文 内 涵 —— 如 民

俗、民情、生活方式

与社会风尚。古建

筑作为城市文化的

载体表现了城市文

化中最直观和最表

层的一面，而每座

城市独有的人文景

观 才 是 城 市 的 灵

魂。一座历史文化

名城的魅力在于居

民的文化生活，它

的实质不是僵死的

古董和遗址能够涵

盖的，而只能在其

居 民 的 现 有 生 活

方式中去寻找。

博 罗 尼 亚 另

一 个 保 护 古 城 的

举 措 是 用 经 济 杠

杆 协 调 城 市 生

活。几年前，笔者在

博罗尼亚老城闲逛，

见一隔离墩立在马

路中间，一位老先生

开着吉普车在隔离

墩前戛然停住。只

见他从口袋里掏出

一张卡片，朝隔离墩

旁边的机器插进去，

不到半分钟，隔离

墩就自动下沉入地

面了，等老先生车

子开过，隔离墩又

慢慢升起……博罗

尼亚人用自动隔离

墩限制车辆进入中

世纪街区，这样做

并没阻碍现代交通

工具进入古城，但

能用经济杠杆限制

汽车流量。有车族

自然会考虑进出自家门都要付

过路费是否值得；经济状况差的

邻居也不会嫉妒有车族——人

家是付了费的。过路费成了市

里的税收，用 在 城 市 道 路 建

设 维 护 与 公 共 交 通 的 改

善上。

城 市 管 理 者 用 公 共 政 策

协 调 城 市 生 活 ，让“ 绅 士 ”和

“ 平 民 ”都 能 心 平 气 和 ，才 真

正 体 现 出 城 市 保 护 的 人 文 价

值 ，实 现 了 经 济 、人 文 、自 然

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目标。

2010年10月8日 星期五 城市空间 7
本版责编 吕天璐E-mail：pinpaiwenhua2006@126.com 电话：010-64296175

老街故事

书院门牌楼

“天涯海角”发现古城墙遗迹

博
罗
尼
亚

博
罗
尼
亚
：：
把
人
把
人
和和
房
子
一
起
保
护

房
子
一
起
保
护

谢

方

书 院 门 ：那 正 在 远 去 的 背 影
陈城文

“书院门”位于陕西西安市南

门内东侧。它既是一座恢弘大气

的 牌 楼 ，同 时 也 是 一 条 街 的 名

字。这条街的得名，缘于街上的

关中书院。今天，西安人通常所

说的书院门，更多指的是从碑林

到 关 中 书 院 门 口 的 这 一 条 步 行

街 。 整 条 街 由 青 石 板 铺 成 ，两

旁 是 一 些 明 清 风 格 的 仿 古 建

筑 ，这 些 建 筑 多 被 用 来 开 设 店

铺 ，有 卖 笔墨纸砚的、有卖名人

字画的，每家店铺都被装修得古

色 古 香 ，人 们 常 常 看 见 这 里 的

店 铺 老 板 袖 着 手 坐 在 里 面 ，有

的 还 捧 着 个 紫 砂 壶，眯 着 眼 睛，

但从不吆喝。

由书院而雅集

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

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四大书院

之一。明万历二十年（1592 年），

陕西著名学者、御史冯从吾因为

忤怒神宗被罢官后回归故里，与

友人萧辉之、周淑远等人在今天

书院门以西的宝庆寺讲学。多年

后，随着弟子越来越多，寺庙就愈

发显得地方促狭。万历三十七年

（1609 年）10 月，陕西省当时的最

高行政长官——布政使汪可受连

同其他几位同僚在宝庆寺的东面

小悉园一带为冯从吾创建关中书

院。书院中建讲堂六楹，题匾名

“允执堂”。冯从吾《关中书院记》

云：“书院名关中，而匾其堂为允

执，盖借关中‘中’字，阐允执厥中

之秘耳。”书院中有讲堂和师生宿

舍，大门原本朝南向而开，后来改

为西向。3 年后，新任布政使汪道

亨又在书院中建造了一座“斯道

中天阁”，专门用来祭祀孔子，至此，

书院已初具规模。清雍正十一年

（1733年），清政府重视教育，专项拨

款给关中书院1000两白银作为书

院 经 费 补 贴 。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1756 年），巡抚毕沅莅任之初，以

为“移风易俗，教化为先”，于是

重新修建关中书院，并延请江宁

进士戴祖启来陕主持关中书院，还

在全省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书院

学习。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

陕西巡抚升允改关中书院为陕西

第一师范学堂。

从关中书院建成开始，关中

地区的历届科举考试都在这里进

行，大量考生的出现，带动了书院

周边业态的生发，旅馆还有一些

书店和古玩字画店应运而生。应

试者就在这条街上食宿，温习功

课以及娱乐放松。因为多是读书

人聚集的地方，相应衍生出的商

业活动也是极文雅的。

距离关中书院不远的地方是西

安碑林，是北宋二年（公元1078 年）

为保存《开成石经》而建立的。之

后历经几朝的征集，收藏不断扩

大。书院门街区文化市场的形成

起初也是因为一些人为谋生计拿

宣纸到碑林里面拓片了来卖。生

意还很红火，于是人越来越多，逐

渐形成了一条街的商业氛围，有

“雅集”之称。

古今之变

除了古玩字画，游逛书院门，

游客会发现这里的小玩意也多。

在 这 些 小 玩 意 中 ，有 一 种 叫 做

“埙”。埙是中国最原始的一种古

乐器，葫芦状，身上有 8 个小孔。

古埙从 6000 年前的西安半坡先民

遗 址 中 出 土 后，一 直 默 默 无 闻。

相传贾平凹写《废都》时，邀三五

好友月夜登城吹埙，浑厚、悠长、

闷浊、神秘、暧昧的埙音让西安人

都竖起了耳朵。一夜之间，书院

门的所有摊点上都摆满了陶埙，

西安人把这个复活的古乐器，推

荐给南来北往的游人，一晃这么

些年过去了，埙似乎成了西安的

一个标志性物品，埙音，也在各色

人等的指间飘忽不定。走在书院

门，耳边常常会有卖埙的摊主吹

奏的埙音。

此 外 ，不 能 不 提 的 还 有 玉 。

与别的地方不同，书院门兜售的

玉 器 ，多 是 来 自 西 安 的 郊 县 蓝

田。蓝田玉是中国的名玉之一，

历朝各代对蓝田玉的开采从未间

断，近水楼台，西安的书院门，自

然不会少了蓝田玉。

当然，书院门这地方最离不

开是“书”。这“书”涵盖书、画及

相关的一切。古人遗迹有些邈远

难觅，但近人的佳作常会在某个

小店的角落里熠熠生辉。“长安画

派”的风云人物石鲁，“文革”中穷

困潦倒，一碗羊肉泡馍换一幅画，

老先生羊肉泡馍吃了不少，画也

留下不少，这些墨宝，经过沾染油

渍的厨师之手，说不定哪天就在

书院门露面了。如今人们手中攥

着的百元大钞，上面的肖像就出

自西安画家刘文西之手，在书院

门，刘文西的墨迹不少，栩栩如生

的人物画让人看得眼热心跳。书

院门一带有许多赝品书画出售，

低廉的价格满足了一些附庸风雅

者的嗜好，这些交易的背后，是未

名人的无奈和无助，如同书院门

一个小店的对联：“红日当空，斯

文待归。”

“文革”后期，书院门经过几

百年的风霜雨雪，两旁的酒肆、茶

房、店铺已荡然无存。整个街区

都 散 发 着 年 久 失 修 后 的 残 破 气

息。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西安市

经过规划设计，由碑林区政府实

施，历经 3 次改造，恢复其为具有

明清建筑风格的仿古商业街。住

在街区周边的人们常说，过去那

种浑厚 的 历 史 韵 味 已 经 消 失 大

半，只 有 极 专 注 地 找 寻 时，才 能

从 中 察 觉 出 ，原 来 老 街 的 骨 子

里 还 是 透 着 古 色 古 香 ，但 仅 存

的 气 息 也 是 为 了 更 加 清 晰 地 提

醒 人 们 老 街 那 正 在 远 去 的 模 糊

背影。

2006 年 6 月，京杭大运河被列

为第六批全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之后的 3 年中，运河沿线各城

市一直致力于保护、发掘、提升运

河文化价值，以实现将京杭大运

河申报世界遗产的目标。然而，

作为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大运

河 的 保 护 工 作 仍 存 在 着 诸 多 缺

失，沿线文化遗存不能被有效保

护和利用就是其中之一。细观山

东聊城，可窥知运河沿线城市的

保护之忧。

不少水利设施已丧失原有作用

京杭大运河聊城段是古代会

通河的一部分，位于聊城市下辖

的 阳 谷 县、东 昌 府 区、临 清 市 境

内，全长 97.5 公里。元、明、清时

期，会通河一直是南粮北运以及

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聊城也得益于京杭大运河漕运的

兴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达 400

年之久，至今聊城运河沿岸还保

留着大量水利工程设施及其他重

要文化遗存。

“‘崇武驿’是京杭大运河聊

城 段 上 一 处 保 护 较 好 的 文 化 遗

存。”据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馆长

陈清义介绍，明清时期“崇武驿”

多为官府所用，俗称“大码头”；与

其同在的还有闸口南邻的一处供

富商使用的“小码头”。“这两处码

头仅仅是运河聊城城区段上众多

文化遗存的一部分，与乡镇段上

的运河文化遗存比较而言，其受

保护程度要好得多。”

在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二楼

聊城厅入口处，摆放着一尊由梁

闸“迁入”的“镇水兽”。陈清义介

绍说，这似狮又似虎的“镇水兽”

是龙的一种，原在聊城境内梁闸

的雁翅上，运河拓宽时，被移到聊

城公园进行保护，后又陈列在运

河博物馆中。“这种镇水兽嘴和肚

子都很大，在我国古代桥梁和闸

坝建筑中，多用在栏板柱头或雁

翅上，作用是镇伏桥下‘水怪’，防

止水患、避免水害。”

与梁闸一样，在运河七级古

闸遗址的桥头上，至今还存有石

雕“镇水兽”。

七级古镇横跨古运河两岸，

元代所开的会通河穿镇而过，渡

口码头处建有七级台阶，故名“七

级”。明清时期，七级镇凭借运河

漕运繁盛之利，为阳谷以东重要

的水运码头和货物集散地。镇内

曾设六门四关，纵横长街势如棋

盘，现今残存的古街巷、码头遗址

位于镇西古运河东岸，街市商铺

相连，依稀可辨。

聊城市文物局副局长吴明新

介绍说：“七级古闸为当年运河上

重要的水利设施，其设计合理，施

工精细，是研究运河漕运历史及

运河古镇形成发展的重要实物资

料。”

其实，梁闸“镇水兽”迁入中

国运河文 化 博 物 馆 说 明 了 一 个

现 实 问 题 —— 部分运河段的文

化遗存没能得到有效保护，其水

利 设 施 也 几 乎 丧 失 了 应 有 的 作

用。对此，聊城市有关部门并不

否认。不过，近几年，该市相关政

府部门对聊城城区段和临清城区

段 的 运 河 适 时 进 行 了 疏 浚 和 整

治，对运河沿线文化遗存的保护

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统一保护存在体制制约

历史上，聊城的兴衰是与大

运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天，

如何认识、保护、开发、利用这一

宝贵遗产是 一 个 需 要 好 好 研 究

的 重 大 课 题。”聊 城 市 文 物 局 副

局 长 王 庆 友 在 介 绍 运 河 聊 城 段

近 几 年 的 发 展 情 况 时 说，“ 聊 城

运河文物损毁严重，保护状况不

容乐观。”

此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保护规划编制组对聊城运河临清

段、东昌府 区 段 、阳 谷 段 进 行 了

详 细 调 查、测 绘，并 搜 集 提 供 了

编制规划所需的规划、水利方面

的大量资料，其间也发现了诸多

问题。

由于漕运功能的丧失，很多

运河段已成为灌溉和排水河道，

河道淤塞严重，部分河道被民居

占压几近消失，部分船闸、桥梁等

水利设施损坏较为严重，亟须修

缮和保护。聊城市文物局对当前

运河聊城段保护和利用情况给出

的回答是：运河作为典型的“线性

文化遗产”，空间跨度大，其中聊

城段的保护涉及 3 个县（市、区）

10 余 个 乡 镇 ，现 存 情 况 差 别 很

大，统 一、综 合 保 护 存 在 着 体 制

上的制约。

未来：防止文物遭到破坏

据 吴 明 新 介 绍 ，近 几 年 ，聊

城 市 对 运 河 聊 城 城 区 段 部 分 河

道上的大码头、小码头等水利工

程 设 施 进 行 了 保 护、修 缮，同 时

对 临 清 二 闸 实 施 了 同 样 的 保

护。“ 实 施 保 护 的 运 河 沿 线 重 要

文 物 建 筑 还 有 聊 城 山 陕 会 馆 及

临清运河钞关、鳌头矶、清真寺、

舍利塔等。‘周家店船闸’被列入

国 家 文 物 局‘ 十 一 五’文 物 保 护

项 目 库《大 运 河 文 物 保 护 工 程》

的重点抢救性保护工程。”

“ 目 前 ，聊 城 正 在 筹 备 对 阿

城 盐 运 司、冀 家 大 院、汪 家 大 院

等 运 河 古 民 居 的 修 缮。”吴 明 新

说 ，由 中 国 文 化 遗 产 研 究 院 规

划 编 制 的《大 运 河 遗 产 山 东 聊

城 段 保 护 规 划（2010—2030）》

目 前 已 批 准 实 施 。 这部规划提

出 了 3 个 目 标 ，而“ 最 大 限 度 地

保 护 并 延 续 大 运 河 聊 城 段 所 承

载的历史信息，全面地保护大运

河 文 化 遗 产，全 面、妥 善 地 保 护

文 物 本 体，防 止 文 物 遭 到 破 坏”

是目标之一。

另 据 聊 城 市 文 广 新 局 方 面

介 绍 ，南 水 北 调 东 线 工 程 的 实

施，对运河的保护和利用既是挑

战 又 是 机 遇 。 大 规 模 的 调 水 和

治 污 不 仅 为 断 流 和 生 态 功 能 瘫

痪区域进行系统修复带来机会，

而 且 也 使 大 运 河 的 整 体 性 保 护

成为可能。不过，这也可能给运

河上的一些重要历史文化遗存，

如 古 闸、古 桥、古 街 区 等 造 成 一

定的影响。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三亚

市相关部门获悉，经过考古专家一

个多月的挖掘，崖州古城考古已发

现50米长的宋代遗存的城墙遗迹。

经专家判断，已基本确定崖州古城的

城墙走向和城墙北部边界。今后

崖州古城墙重建，将与此次发现

的古城墙遗址走向保持一致。

崖州古城位于三亚市崖城镇，

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地理位置上最

南端的一座古城，有着两千多年悠

久的历史。据介绍，为进一步弄清

古城墙走向、结构、保存状况及其

他相关情况，为古城的修复与保护

提供科学的考古学依据，恢复崖州

古城原貌，在三亚市历史文化名镇

保护管理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中

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于

近日再次对崖州古城南部城墙进

行发掘，并确定了崖州古城的城墙

走向和城墙北部边界。

本次发掘地点位于三亚市崖

城镇崖城村，文明门东侧 16 米处，

发掘总面积 400 平方米，是在今年

5 月至 6 月发掘的基础上进行的

进一步挖掘。清理出东西向夯土

城墙 1 条，城墙墙基包砖 1 列，灰

坑 3 座；出土陶器、瓷器、石器、铁

器百余件；遗存分属宋代、明清、

近现代。宋代遗存的遗迹主要是

分 4 次夯筑的夯土城墙，遗物为城

墙上部散见的器物，有瓷器、铁

器、钱币以及陶制建筑构件等。

本次发掘出的城墙遗迹夯土长达

50 米，分 4 次夯筑而成，整体结构

和夯筑的方法一致，城墙北部边

缘以及后期居民取砖所留下的坑

道清晰可见。

“新发掘出的城砖砖体厚实

宽大，与本地儒学堂窑址、窑塘窑

址等地所出的城砖相似，这些砖

未被后期取砖破坏，实属万幸，其

年代还需进一步对比研究才能确

定。”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

中心刘长博士介绍说，本次发掘

确定了崖州古城古城墙的原本走

势和状况，其中最早的宋代夯土

城墙夯土纯净，土质坚硬，夯层较

为清晰。根据城墙夯土上残留痕

迹，推测夯筑方法应为平夯，再根

据《崖州志》及相关历史文献记

载，崖州古城城墙最初为土城，并

经过多次加宽和修补，本次发掘

亦发现城墙墙基所用夯土的土质

土色有所区别，说明城墙内外均

进行过多次的加宽和修缮，与文

献记载相互印证。

据悉，崖州古城文明门遗址

考古发掘田野工作还在继续，不

久将转入室内整理阶段。室内整

理阶段将对夯土城墙进行解剖和

对发掘出土的材料进行整理和研

究，对城墙结构和年代进一步分

析，对瓷器的包含物、产地、釉质

等进行检测，以尽可能多地复原

城墙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和数

据也将为今后修复崖州古城提供

科学依据。 （郑玮娜）

聊城大运河遗存保护之忧
徐家鹏

日前，纪念紫禁城建成590周年、故宫博物院成立 85 周年“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在北京展出。此次展出

的永宣文物精品共有 163 件套，分为书画、金器、漆雕等 8 个部分，其中有12件来自西藏、青海和湖北博物馆。

图为游客在观看“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展品“掐丝珐琅龙凤纹炉”。 新华社记者 汪永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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