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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历史街区“小规模、渐进式”保护

福州朱紫坊欲申名街 破败老宅亟待修缮
陈城文

在福建省福州市，除了远近

闻名的三坊七巷，现存的历史街

区中还有一条朱紫坊在当地也是

家喻户晓，朱紫坊位于福州安泰

河边、于山山麓，有着 1100 年历

史，被称为福州的“海军街”。这

是因为清北洋水师帮统、民国海

军总长萨镇冰，中山舰舰长萨师

俊，清北洋水师“济远”舰管带方

伯谦，民国海军中将陈兆锵，民国

海军第一基地少将司令方莹等一

批近代海军名人都在此街巷间留

下过足迹。然而，这样一条历史

内 涵 丰 富 的 街 区 如 今 却 一 片 凄

凉，街区里多处古建筑，均因年久

失修，显露出衰败，故宅老巷曾经

的动人风貌湮没在杂乱的电线、

破旧的雕花里。近日，国家文物

局局长单霁翔在福州调研期间要

求尽快启动朱紫坊保护修复，自

此朱紫坊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值

得人们关注。

多处名人故居破败待修

在福州历史上，朱紫坊街区

是文化教育机构集中的地方，有

孔子圣庙、清代全省教育行政机

构——提督福建学院署。到了清

末，这 里 有 3 个 孔 庙、2 个 县 衙、

1 个府学院署。到了近代，不少海

军名人曾经住在这里。朱紫坊内

有 10 条相互连通的小街巷，2006

年 6 月，这片历史文化街区被整体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中的萨镇冰故居和福州古园林

芙蓉园单独被列入“国保”。

退去繁盛历史的光环，现在

的朱紫坊，连同内部的名人故居

等，都被八一七路、津泰路的商业

氛 围 掩 盖 。 在 八 一 七 路 安 泰 河

边，一座不起眼的老牌坊上写着

“朱紫坊”三字。萨镇冰故居、叶

向高故居等都在里面，但这些名

人故居大都大门紧闭，没有对外

开放。随意走入一间老宅，虽然

大院的整体面貌还在，但天井内

额外搭盖的小房间、破旧的木构

件，告诉世人这里的沧桑。“每年

台风天，社区就来人让我们暂时

搬出去。”43 岁的刘先生说，里面

的房子大都比较破旧，夏天漏雨

不说，之前一场大火差点影响到

萨镇冰故居。

朱紫坊 22 号坐落着萨镇冰故

居，据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研究

员介绍，萨镇冰是中国海军史上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一生历

经清朝、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4 个历史阶段，

重建了甲午海战中覆没的中国海

军，并在其中宣教“务实重行”的

武德。这座老宅，不仅走出了海

军名人，还有物理学家萨本栋、化

学家萨本铁、造船专家萨本忻等

20 多位名人。

如今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大红漆门时常紧闭着，五

进、2800 多平方米的大宅子居住

着 5 户几十位萨家后人。

走进这座已有百年历史的老

宅，人们会发现老宅前三进房子

是坐南朝北，而后两进是坐北朝

南。“很多文物专家、古建专家对

房子的布局感到奇怪，这是因为

房子的建造者是位盐商”，萨氏后

人 解 释，前 三 进 更 宽、后 两 进 更

窄，若从空中看是个簸箕形状，寓

意“日进斗金”。

守着老宅，如今的萨氏后人

也时常觉得苦恼，房子在这 10 多

年内几乎没有修过，花厅的假山

被住户拆去一半，实在可惜。“前

几天下暴雨，社区就让大伙儿搬

出年久失修的房子。”谈话时，老

人抬头看看屋檐，檐上很多木头

已经腐烂，同时还遭受着白蚁侵

蚀，通 往 阁 楼 的 梯 子 摇 摇 晃 晃。

“虽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可再不修，房子说不定哪天下大

雨就塌了。”老房子内保留着很

多原来的家具、佛龛等，堆放在角

落 里，上 面 布 满 灰 尘 和 蜘 蛛 网。

“如果修缮好，老家具按以前的样

子摆放，还是不错的。”萨氏后人

对老宅的今后充满期待。

其实，在朱紫坊内，还有不少

挂牌保护的名人故居。与萨镇冰

故居相邻的朱紫坊 23 号，是抗日

英雄张日章旧居，24 号是著名爱

国主义人士何公敢故居，25 号是

张学良将军部下、抗日将领陈琛

故居等，这些老房子的现状与萨

镇冰故居类似，急需修复保护。

在朱紫坊内还藏着一处入选

福州四大园林之一的芙蓉园。如

今的园林却是已经被分隔成芙蓉

弄19号至23号几个部分。19号的

院子内有自成一派的水系。上百

平方米的水边上环绕着假山、雪

洞，可惜假山顶上的凉亭只剩下骨

架。雪洞也被封起来。23 号院曾

是叶向高的宅院，院内有株 300 多

岁的荔枝树。如今的院落被隔成

很多小房间供居住者使用，原有的

庭院布局被破坏，只能从房屋的细

节中看出曾经精雕细琢的痕迹。

保护规划提上日程

如何尽快让朱紫坊历史街区

尽快走出日渐颓败的境遇，是当

地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对其实

施保护工作也由此提上日程。日

前《福州朱紫坊文化遗产保护规

划》获 国 家 文 物 局 评 审 组 通 过。

《规划》通过后，当地有关部门将

根据调研和基础资料，对朱紫坊建

筑群及整个街区编制保护、整治、

更新控制规划，同时，对朱紫坊非

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建档，编

制保护、展示规划。还将对文物定

期实施日常保养，预防火灾、蚁灾、

风灾等各类灾害的侵袭。

《规划》指出，将按照中国历

史文化名街的标准对其进行保护

整治，其中包括整体保护、修复朱

紫坊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

省区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筑，

并对朱紫坊片区古建筑群进行整

体保护。

当地此项工作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朱紫坊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是有价值的古建筑需要马上进

行修复保护。还需考虑的一项比

较迫切解决的问题是现有的设施

比较落后，街区目前没有完善的

下水管道，致使街区居民生活十

分不便。此外，老坊巷还存在缺

少绿地、交通拥挤等问题，都需要

逐步解决。这位负责人还透露，

专家的意见倾向于对朱紫坊内的

古建筑进行分类、分期施工。近

期工程要重点修缮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省级、市级挂牌、区级

文保单位建筑，加固抢修部分结

构严重破损的保护建筑、传统风

貌建筑。对严重影响朱紫坊文化

遗产环境的协和医院护工宿舍、

法海小学东侧片区等规划功能外

迁，拆除现有与传统风貌不协调

建筑、恢复风貌，对确有实施难度

的建筑近期可进行立面整治、降

层等改造。

如今的朱紫坊正按照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的基本要求实施各项

保护工作，其目标是争取在不久的

将来成功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穿 过 广 州 太 平 街 的 义 、兴 、

甲三巷，会让人瞬间被这里安宁

沉 郁 的 气 氛 所 感 染 。 这 条 历 经

宋、元、明、清近千年历史的文化

老街，所蕴含的博大的文化精神

早已渗透在街区的每一个角落。

许驸马府的沧桑岁月

古朴老街中一座装饰手法简

朴、线条生动的古式大宅总是显得

格外夺目，这就是许驸马府。落在

建筑背后的是一个由崛起到鼎盛

再逐渐转向衰落的沧桑岁月。

许 驸 马 府 建 于 北 宋 治 平 年

间，是宋英宗驸马许珏和德安公

主 的 府 第 ，潮 州 人 俗 称 许 驸 马

府。据史料记载，自秦汉以来至

明清，公主到了结婚年龄，朝廷会

专门为其建造府第，招驸马来成

婚。许驸马府建在潮州，是由于

许珏与德安郡主成亲时，德安郡

主 的 父 亲 宋 英 宗（赵 曙）还 是 太

子，未登基成为皇帝，而德安郡主

是宋英宗的长女，故封为郡主，下

嫁给潮州的许珏，因此潮州的官

府 奉 旨 在 当 地 筹 建 驸 马 府 。 后

来，赵曙继位成为皇帝，德安郡主

成为德安公主，许珏便成为潮州

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驸马，该府也

成为了历史上唯一坐落在地方上

的驸马府。

许珏出身显赫，且天资独厚，

初为宋仁宗的近卫武官，授左班

殿直。与德安郡主喜结良缘后不

久，便被外发为宾州观察使；神宗

熙宁八年，宋朝藩属交趾国反叛，

入侵国境，攻占廉、邕等州，许珏

被朝廷任命为监军率军征讨，之

后又被任命为广南西路兵马都监

统领禁军在边境驻防，直到元佑

六年被谪戍到儋州。

从那以后，许珏后人的官运

也日渐衰退，许驸马府也由此经

历着动荡不安。明天启年间，许

驸马府转为福建布政使黄琮的住

所；清乾隆年间，转为杨姓，后来

又恢复黄姓。到了清代末期，许

府前座成为“武试馆”。看着祖宗

的产业颓废衰落，许氏的后代子

孙 心 痛 不 已，立 志 要 重 振 旗 鼓。

终于在民国三年，许驸马府被许

氏后代赎回，且在府第的正门贴

上“驸马府第，宰相家风”的对联。

叹为观止的许府三宝

许驸马府虽饱经风霜，但在

一代代潮人的精心呵护下，其风

采从未消减。三进院落四合院式

的 格 局 ，堪 称 宋 代 府 第 建 筑 的

范例。

府第的木屋架全部立于条状

连续的石地栿上（石地栿即为地

面 上 的 长 条 石 梁），因 此 众 多 的

石地栿便组合成一个支撑结构，

共同调节房屋上部的重荷。这样

不仅有利于营建施工时保持地面

的 持 平 度，防 腐 防 潮，还 可 使 地

基均匀受力，在有地震险情的时

候 起 到 相 互 牵 拉 抗 震 的 作 用 。

传 说 是 当 年 的 国 师 依 据 潮 州 的

地 理 环 境 和 气 候 特 点 为 许 府 量

身定制的。

许驸马府后座的正厅东侧有

两面桃红色墙壁，被世人称为竹

编灰壁，主要用竹片和竹篾编制，

并和上泥土和贝灰合成，用料的

轻巧和独特的南方工艺技术使得

墙厚度只有两三厘米，看似单薄

的墙壁却有着节能、隔音、隔热、

抗 震 等 功 能 ，被 称 为“ 镇 宅 之

宝”。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该墙

壁历经 900 多年至今仍保存完好，

可见古代的建筑技艺之精湛。

许驸马府内有多处天井，原

本是用于府内的采光和通风，然

而还有一项重要功能是天井与地

下的暗沟在雨天共同作用可将雨

水 排 出 。 从 府 内 的 建 筑 结 构 来

看，大门到正厅、后厅、后座呈逐

渐升高状，其高度差均为 1.28 米，

有“步步高升”之意。每当有雨

水来袭，雨水由后天井途经后座

及各厅的暗沟，并汇集前天井累

积的雨水共同由暗沟排出，空间

上犹如 S 形通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S 形排水系统。按潮州的风俗，水

生财，直接外排是不吉利的。因

此，府内的排水系统便遵循“一不

穿 房，二 不 穿 廊，过 厅 走 曲 屈 龙

形”的设置思想，也正是这一巧妙

构思，使得许驸马府的排水系统

从未堵塞过。

古潮州人讲究因地制宜、灵

活变通的思维方式，偏爱精雕细

琢、独树一帜的艺术设计风格，精

工巧琢的竹编灰壁、石地栿、S 形

排水系统无不被世人惊叹和信

服，“许府三宝”之美名也早已四

海名扬。

千年古井延续永恒情结

凿井，是古潮州人非常重要

的取水方式。相传北宋时期，彭

延年因政治斗争被降职到潮州做

知州，期间遭遇匪寇围城，彭延年

抗击敌寇，平复战乱，赈灾恤民，

他下令在城内凿井 36 口，为百姓

解决饥渴困境。有记载，当时百

姓这样赞颂他：“解结理絮，唯我

彭公；复我生我，有我彭公。”老街

现存的古井有义井、二目井、四目

井、开元古井等。

义井位于太平街南段，其井

水取之不竭且清澈甘甜，在潮州

可谓是家喻户晓，传说宋代末朝

的皇帝赵昺逃亡到潮州，途径太

平 街，口 渴 万 分，忽 见 路 旁 一 口

井，宋帝走过去向井下看，一股凉

气迎面扑来，井水清澈见底，宋帝

一行人无法找到水桶，便望井慨

叹。情急之下宋帝把头伸向井口

说 ：“ 井 呀 井 ，朕 命 你 把 水 涨 起

来”，话音刚落，井水便神奇般的

从井口向上涌出，且涨势迅猛，皇

帝连忙双手掬水畅饮，群臣也纷

纷涌上前来捧水痛饮，井水甘甜

爽口，令众人赞不绝口。皇帝也

即兴说道：“井也知君臣之义。朕

就封你为‘ 义井’吧”，由此，“ 义

井”应运而生，一直沿用至今。

潮州的古井世代相传，早已

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他们喜欢用甘甜的古井水

泡茶，不仅能够消减异味，还能使

茶水变得清爽。游客到此，有幸

品尝到用古井水泡的茶，听闻当

地的不朽传说，领略潮州文化的

博大精深，可谓其乐融融。

除此之外，潮人视老街的牌

坊 为 珍 宝 ，对 其 有 着 浓 厚 的 情

感。老街牌坊无论在种类上还是

数量上，都堪称世界之最，且罕见

独特、精致绝伦。太平路与东门

街 是 潮 州 石 牌 坊 最 为 集 中 的 路

段，仅太平街上的古牌坊就有 20

多座，每座牌坊都有其光辉的历

史，或 赞 扬 功 名，或 歌 颂 忠 孝 节

义，或表彰科考状元……与牌坊文

字共同构成了一部简明的潮州文

化 史 。 状 元 坊、柱 史 坊、榜 眼 坊

……一座座古朴庄重的石牌坊整

齐有序地分列在街道两旁，与老街

的生活场景浑然一体，犹如一幅动

人的盛世画卷。

漫步在老街，仿佛穿越时空

回到一个充满醉意和敬意的世界

里，让人自由徜徉，沉醉其中，不

愿醒来……

太平街义太平街义兴甲巷的千年印记兴甲巷的千年印记
本报记者 江继兰 实习记者 李 月

许驸马府内庭

老街故事

萨镇冰故居内景朱紫坊全景俯瞰

前不久，浙江省杭州市第六

批历史建筑名录（报批稿）在杭州

市规划局一楼大厅和杭州市规划

局网站公示，并在杭州市城市规

划展览馆展出。这次公示的历史

建筑共 53 处。在这份名单中，有

读者熟悉的金钗袋巷 3 号建筑、朱

婆弄 4 号建筑、枸桔弄 65-4 号建

筑以及位于枸桔弄东的姚斗门

桥。此前本报曾刊文揭露杭州市

上城区金钗袋巷、朱婆弄等历史

街区内的建筑因建兰中学扩建而

被破坏。枸桔弄及东姚斗门桥因

为修建机场路而面临被拆毁厄

运。于是呼吁社会关注并希望相

关部门加强对其保护，如今它们

出现在杭州市第六批历史建筑名

录（报批稿）中，援引杭州市文史

专家陈珲的话说：“它们都是当时

贵报报道并呼吁保护的，贵报也

是功不可没。”看到这样的结果，

我们备感欣慰。

此 次 公 布 的 名 录 与 以 往 不

同，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院设计

师郭大军参与了第六批历史建筑

名录报批稿的制定。他说，相比

以往 5 批历史建筑，这次提名的历

史建筑相对比较偏僻、冷门，属于

查漏补缺，很多大家没听说过，是

市民或一些单位在日常工作和生

活中发现了主动推荐的。

譬如前文中提到的几处坐落

于历史街区中的古建筑，据陈珲

考证，“姚斗门桥”是唐宋间的水

利枢纽“姚斗门”古遗迹，是其千

年演变的遗存文物及命名地，是

杭州唯一的“斗门”古迹遗存；在

南宋时，这里为“姚斗门铺”邮置

驿站，如今成为当地保留至今唯

一有确切名称与古迹的南宋邮

驿。至明代时，这里又成为著名

的中药材药市，并留下独特的中

药材地名“枸桔弄”。经过考证，陈

珲认为，此处遗迹具有非常重要的

历史研究价值，先后向杭州市规划

局、杭州市园文局、浙江省文物局

提交申请，建议将其认定并定级

为浙江省乃至国家级文保单位。

还有位于滨江章家里的章氏

“树德堂”祠堂被列入名录是因为

祠堂旁边的一户人家写了一封

信，向有关部门举荐。章家里位

于杭州市长河老街北面，住在这

里的人大部分姓章，“树德堂”是

他们的祠堂，清末民初时建，虽然

到现在比较破败，但还在使用，逢

年过节章家人就会来到这里或议

事或祭祀。

截至目前，杭州市第六批历

史建筑名录（报批稿）的公示工作

已经结束，如果此次名录中的历

史建筑全部报批成功的话，杭州

市的历史建筑将达到 338 处。杭

州市有关部门表示，这些历史建筑

公示后，经杭州市政府正式下文确

定，房管等部门将一一上门踏勘，

规划保护范围和具体内容。今后

这些房子改造，须严格报批，按照

相关历史建筑的保护规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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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江苏省南京市规划

局透露，今后南京对历史街区将

确保采用“小规模、渐进式”的保

护整治方式。

日前，南京市规划局邀请12名

政风行风监督员和 30 多位南京规

划师体验古都风貌。

南京市规划局有关人士说，

占地面积 34 公顷的颐和 路 公 馆

区是南京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体

现 民 国 时 期 风 貌 的 居 住 区 ，拥

有公使馆、名人故居等 225 处民

国 建 筑 ，是 南 京 市 具 有 重 要 价

值的历史文化街区。颐和路公

馆区江苏路一侧的 12 个地块的

改 造 采 用 了 腾 迁 方 式 ，即 部 分

疏散人口过于密集地区原有住

户 ，再 由 政 府 指 导 有 资 质 公 司

进 行 修 缮 ，并 拆 除 园 内 违 章 搭

建 的 建 、构 筑 物 。 目 前 这 里 修

缮 的 31 幢 建 筑，其 中 23 幢 原 民

国 建 筑 全 部 保 留 修 缮 ，原 违 建

拆 除 后 的 空 地 则 插 建 了 8 幢 新

建 建 筑 。 其 民 国 时 期 院 落 模

式，甚至院内的名木、大树都没

有变。

针 对颐和路公馆区修缮后的

新貌，南京市人大代表、行风监督

员陈维祥说，看到南京既有现代

化 ，又 有 古 都 风 貌 ，他 非 常 开

心。他建议，颐和路公馆区一定

要“保护好、用起来”。对已修缮

好的颐和路公馆区 12 片区，南京

市最好能尽快制定一个好的政

策，让这些建筑不要“ 荒废在那

边”，否则太可惜。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复

兴一直是南京的一个难题，利益

主体、价值判断方方面面差别太

大，怎么修，钱从哪儿来，都是亟

待研究的问题。”南京市规划局有

关人士透露。 （黄 勇）

本报讯 湖北省武汉市园林

建筑规划设计院表示，目前该院

正与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院一起

制定《武汉市都市发展区绿地系

统规划》，10 年内，主城区内城市

级公园将达 153 个，公园将成为武

汉“外景地”的生力军。

武 汉 市 园 林 建 筑 规 划 设 计

院 副 院 长 杨 念 东 介 绍 ，武 汉 目

前的“ 外景地”体现了城市园林

建 设 水 平 的 不 断 演 变 和 发 展 ，

“ 目前我们在建的公园中，都在

有 意 识 建 设 精 致 景 观 ，并 深 度

挖掘城市山水及人文资源。”在

建 的 沙 湖 公 园 ，既 有 古 典 风 格

的“ 琴 园 ”，又 有 类 似 国 外 园 林

的 大 片 疏 林 草 地 ，还 有 大 片 的

生态湿地区。

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院规划

设计二所所长肖志中介绍，将对

历史街区的老房子进行保护修缮

与整治，赋予新的功能。如黎黄

陂路上的珞珈山街将变身文化创

意街。武汉的历史街区将被个个

“激活”。

杨念东表示，今后武汉城市

景观和公园建设的思路是，深度

挖掘文化，公园向精致化、综合考

虑市民活动、参与、观赏空间发

展，丰富拍照、运动、娱乐等功能，

武汉的“外景地”会越来越多。

（韩 玮 赵 旋）

本报讯 河南省洛阳市重点

项目“古城历史街区保护与整治

工程”稳步推进。目前，《东、西南

隅历史街区保护与整治规划》已

报 河 南 省 建 设 厅 待 批 ；控 制 性

规 划 正 在 由 东 南 大 学 设 计 ，争

取 10 月完成。此前委托具备资

质的相关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的

整体策划如今已经完成了规划

区 内 164 个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和

107 个历史典故搜集整理工作，

正进行深度挖掘。16 处文物修

缮 工 作 也 在 稳 步 进 行 。 市 、区

两 级 公 产 摸 底 调 查 工 作 已 完

成，正在进行私产摸底。另外，

中州路老城段 1.6 公里外立面改

造规划已接受洛阳市评审会初

审，现正在修改完善。 （石智卫）

武汉历史街区将成市民出行“外景地”

洛阳推进
“古城历史街区保护与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