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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厦门市中山路

四川省泸州市尧坝古街

西藏江孜县加日郊老街

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古城老街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老街

山东省青岛市小鱼山文化名人街

安徽省绩溪县龙川水街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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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临海市紫阳街

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中英街

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万安镇万安老街

甘肃省陇南市哈达铺上、下老街

贵州省黄平县旧州西上街

福建省福州市朱紫坊历史文化街

编号 街道名称 读者意见

第 四 届“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名 街 ”读 者 评 选 表 格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详细住址

第四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读者评选表格

注：请在初评入围的街道（区）（名单见表）中选出 10 条您认为可以荣获

第四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称号的街道（区），并在所选街道后面的“读者意

见”栏中画“√”。选票可供两人填写，原件寄回，复印无效。此选票将在《中国

文化报》、《中国文物报》上连续刊登。

第四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推介活动投票流程
第四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推介活

动经过专家评审，现已评选出入围街道，即日

起进入公众投票阶段。哪些街道可以最终当

选第四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呢？期待您的

关注。

投票方式：手机短信投票、信函邮件投票，

请您根据情况，选择相应的投票方式。

投票日期：2012 年 4 月 10 日至 5 月 15 日。

一、短信投票

全网移动用户参与方式：

编辑 DP+街名对应的编号到 1066566652

或 106651071

资费：1 元/条

例：DP001 发送到 1066566652

或 106651071

福建移动用户参与方式：

编辑 DP+街名对应的编号到 106656661

资费：1 元/条

例：DP001 发送到 106656661

四川移动用户参与方式：

编辑 DP+街名对应的编号到 1066510726

资费：1 元/条

例：DP001 发送到 1066510726

全网联通用户参与方式：

编辑 DP+街名对应的编号到 106651071

资费：1 元/条

例：DP001 发送到 106651071

二、信函投票

《中国文化报》上附有投票表格，在您支持

的候选街道后面划“√”号，所选街道不能超过

10 条，将投票表格剪下并邮寄至组委会。投票

表格以报纸原件为准。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 15 号中

国文化报社 609 室

邮编：100013

咨询电话：010-64296355 64296175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推介活动组委会

2012年4月8日

古徽州的古徽州的““清清明上河图明上河图””
——安徽黄山市休宁县万安老街

万安罗盘

罗盘是利用指南针原理制作的

一种传统工具，既用于航海辨别方

向又用于城市乡村建筑选址定位。

中国古代罗盘按产地划分有内地型

和沿海型两类。沿海型以福建漳州

和广东兴宁为中心，其功能主要是

用于航海指向。内地型则以安徽休

宁万安为中心，其主要功能为测定

房屋建筑和墓葬的方位及平面布

局。万安生产的罗盘在历史上称为

“徽盘”。

万安是现今全国仅存的手工制

作罗盘的产地。万安罗盘的传统制

作工艺沿袭 600 余年，工艺流程严格

规范，技艺精湛缜密，所制罗盘、日

晷等产品规格全、品种多、精度高，

是中国古代民间工艺的杰出代表和

遗存标本，是风格独特的徽州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精品，清康熙年

间万安罗盘业生产的一具“徽盘”被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

万安罗盘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

的罗盘制作技艺，在长期的生产实

践过程中又形成了自己的工艺特

点，其选料制坯、车圆磨光、划盘分

格、书写盘面、涂油上光、安装磁针

等工艺流程和技艺手法，均有严格

的规范要求。万安罗盘历史上著名

的 字 号 有 方 秀 水 、胡 茹 易 和 吴 鲁

衡。万安老字号罗经店生产的罗

盘、日晷于民国四年（公元 1915 年）

在美国费城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

会上获得金质奖章，这也是中国工

艺品首次获国际大奖。

万安罗盘制作工艺 2006 年已列

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位于

万安老街入口处的吴鲁衡老罗经店

是万安罗盘制作工艺重要的传习

所，同时也是休宁县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松萝茶

松萝茶因产于万安镇松萝山而

得名。松萝茶历史悠久，为中国最

早的名茶之一。据有关资料记载，

是在松萝山寺庙里修行的一位名

“大方”的和尚所创制。明万历《休

宁县志》记载：“邑之镇北曰松萝，以

多松名，茶未有也。远麓为琅源，近

种茶株，山僧偶得制法，遂托松萝，

名噪一时。”松萝茶为炒青绿茶中的

极品，其制作工艺后来为皖南山区

炒青绿茶制作所普遍采用，形成了

皖南制茶业的独特制作工艺。松萝

茶数百年来盛名不衰，除了它是一

种色、香、味皆优的饮品之外，还具

有特别的药用价值，如降血压、降血

脂等功能，因此被广泛誉为“茶中珍

品”。《本草纲目》述：“徽州松萝，专

用化食。”1930 年赵公尚编著的《中

药 大 辞 典》论 述 ：“ 松 萝 茶 产 地 徽

州。功用：消积，滞腻，消火，下气，

降痰。”

松萝茶在中国茶史上有很高的

地位，它除有独特的品质以外，更重

要的是其独树一帜的制作技术备受

后人推崇。松萝的制作方法就是后

来炒青绿茶的制法，尤其是后来崛

起的外销茶“屯绿”更是继承了这种

制法的基本要领。所以有专家论

述：“松萝是屯绿的始祖。”

松萝茶制作技艺 2007 年被安徽

省政府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水龙庙会

水龙庙会是万安镇特有的公共

防火演习活动。在老街当铺巷附近

还有水龙庙遗址，一面墙壁上还嵌

有古代修建水龙庙时的石碑。水龙

庙原来除因封建迷信因素供有菩萨

外，主要用于存放公共消防设备。

每年农历四月初十，镇上各店家聚

会，将水龙庙内的消防设备陈列在

庙前的空地上，进行一年一度的检

修，各店家也将自备的消防设备一

并 拿 出 ，在 河 边 试 用 消 防 用 的 水

枪。同时，请来戏班，连续演出三昼

夜，称“火烛戏”。戏目多与水有关，

如《水漫金山》、《水淹七军》等。

在黄山南麓、齐云山北边、横江之畔，

有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古镇，它的名

字叫万安。作为古镇形象和灵魂的代表，

万安老街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体，

以久远的水街文化和古朴的徽派建筑而声

名远播。

坐落在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万安镇的

万安老街，街道整体沿横江发展，其中主街

道全长 1000 米，总面积 0.17 平方公里。明

清时期，随着徽商的崛起与发达，万安独特

的地理位置日益凸现，成为下通歙县、杭

州，上连县城并通达黟县、祁门的要道和重

要水运码头，万安老街成为当时徽州地区

最繁华的集市之一，被誉为古徽州的“清明

上河图”。

悠久历史

万 安 古 镇 至 今 已 有 1700 多 年 的 历

史，自三国东吴永安元年（公元 258 年）至

隋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万安曾为休宁

县县治所在地，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 心 。 隋 末 战 乱 时，歙 县 人 汪 华 拥 兵 自

保，先后占据歙、宣、杭、睦、婺、饶六州重

地，汪华自号吴王，将郡治从原来的黟县

迁 至 万 安 镇 东 侧 的 万 安 山（后 又 称 古 城

岩、万岁山、寿山），使万安成为统辖六州

的一方重地。

据明代《新安名族志》记载，当时在万

安老街居住、经商的有俞、汪、任、吴、戴、

黄、何、闵、邵、曹、游 11 个大姓。万安老

街在明清鼎盛时期，店铺达 400 余家，行

业达 100 多种，街长 5 华里，雄居休宁县九

大街市首位，享有“小小休宁城，大大万安

街”的美誉。

水街风貌

万安老街南临新安江上游支流横江

（又称汶江），东倚古城岩，西南面为玉几

山，北面是松萝山。老街区西南横江两侧

有古塔两座，镇区东部古城岩有古塔一座，

三塔鼎立构成独特的古镇制高点轮廓，控

制 着 古 镇 的 空 间 格 局，展 示 了 万 安 古 镇

“山、塔、江、桥”的大山水风貌。

横江在万安老街南侧由西向东流过，

如练的江水由于东部古城岩的缘故，在这

里做了弧形的弯曲。按照传统的“风水”

学 说，横 江 形 成 了 万 安 老 街 南 面 的 一 条

“腰带水”，也为整个古街设置了理想的水

环境。

万安老街的风貌及格局是非常具有特

色的，主要体现在“小桥、流水、人家”典型

江南水乡风貌和与横江平行发展的鱼骨状

街巷空间风貌上。万安老街除横江外还有

松萝水、榔源水等支流穿越古镇，有古桥

“富来桥”“轮车桥”等联系镇区交通，沿河

建筑与古桥、小溪形成亲切宜人的江南水

乡环境，生活气息浓郁。

万安是古徽州重要水陆码头之一，主

街巷道紧靠横江，依江而发展，通过水路东

经横江至屯溪，下经新安江直达杭州；西溯

横江而上，经休宁县城达黟县渔亭。老街

上，构成其鱼骨状的街巷系统格局——街

巷，垂直其街衍生出十数条巷子，仿佛是鱼

的肋骨。这样一条并不复杂的道路结构长

期服务着古镇繁忙的内部交通和日常生

活，构成古镇独特的街巷空间格局。

以商业功能为主的“街”和以交通功能

为主的“巷”，构成了老街内部颇具特色的

街巷空间。万安老街两侧原有大小商号、

店铺 400 多家，沿街开敞的店铺和传统民居

封闭式立面，形成蜿蜒弯曲、不尽相同的风

貌。这是一条目前在安徽省内保存完好、

不多见的、风貌古朴的古代商业街。由于

许多商业活动在店堂内，由建筑的山墙构

成的空间“巷”在宽度上明显比街道低一个

等级。依势而下临码头的巷以河道为底

景，并不显得非常狭窄。

商业古街

万安老街作为古镇的中心，在历史上

一直承担着新安江上游乡村农副产品交换

的吞吐口，活跃休宁县及周边地区经济发

展 的 使 命，是 当 时 古 徽 州 重 要 的 贸 易 中

心。万安老街作为传统商业街的特色主要

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经营特色。万安古街沿街建筑

大部分由各种店铺组成，街面上现存旧有

店铺 100 余家。在众多的商家中，除少数

为当地居民服务外，大多数兼有批发、贸

易货栈的功能，其经营既有多样性又有特

色性。多样性是指包含了人们日常生活

中的绝大部分商品；特色性是指徽商“四

大行业”——盐、典、茶、木在万安都占有

一席之地。

二是街道空间特色。古色古香的街道

和两侧建筑构成了一个宽高比为1∶1.5至1∶2
的街道剖面空间。两侧店铺的木排门在营

业时完全打开，把街道空间引入室内，商业

活动空间明显加大。人们选购货物、洽谈

业务都在店堂内进行，而不影响街道上人

流的行走。万安街随地形而自然曲折，在

线性空间的基础上，又富于变化，如沿街

道有风雨廊可供人们休息、观景，体现了

“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富来桥北头，街道

做了直角拐弯，视觉空间顿生变化，引人

入胜。

三是临街立面特色。沿街建筑的立面

形成了传统商业街的风貌，万安古街最主

要的特色是以其单体建筑的无个性而表现

出的整体个性。原商业街有八成以上的建

筑为木排门，基本上是两层，檐口高度多在

5.5 米到 6.5 米范围内变化，无突出的标志

性建筑。商业建筑按传统的开间划分，建

筑的大小只是开间的增减，以单开间和三

开间为多。单开间是店铺的基本细胞，多

开间的户主由于分家、出租等原因，也可分

成两至数个店面。万安临街的二层木排门

建筑具有极为相似的立面。但这种开放式

立面，两侧无封火山墙的形式，又使其与徽

州传统民居建筑封闭式立面、突出的门罩

完全不同，使这条商业街具有鲜明的个性

特征。

四是建筑形式特色。古镇最有特色

的是亦店亦宅的房屋，大致可分为前店后

宅式、前店中坊后宅式、下店上宅式和坊

宅混合式 4 种。前店后宅式房屋的主人

大都是做贩运、批发生意的，需要较多的

储藏空间。房屋前进开店，后进做宅，中

间的天井平时供日常生活所用，货物多时

也可临时堆放。前店中坊后宅式房屋是

一些自产自销的商号，拥有自己的作坊，

出于功能上的安排和与固有的住屋形式

相适应，这类房屋多在头进安排了“销”的

店面，二进作为生产的“坊”，后进用作居

住的“宅”。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往往头进

和后进的房屋稍大并有雕刻装饰，而二进

空间则比较简单而局促。下店上宅式房

屋由于受宅基地的限制，无法在纵向轴线

上开展建设，因而形成了这类结构紧凑的

建 筑 结 构 形 式，楼 下 经 营 部 分 高 大 而 宽

敞，楼上较为矮小，临街开窗。坊宅混合

式房屋多为手工艺人所有，由于所需场地

并不十分宽敞，主人也不富裕，因而产销

往往就混合在住宅的起居部分进行。这

种家庭作坊式的产销，往往能够激发人们

的购买欲。

文物古迹

万安老街的文物古迹是以明清及民国

初期为主，万安镇现存古塔 3 座、古桥 4 座。

三塔鼎立，气势宏伟。古塔分别是古城塔、巽

峰塔和富琅塔。古城塔位于古镇东部的古

城岩，又称万寿塔，建于明嘉靖初年。高29.6

米，底层红麻石为基座，砖砌塔身，六角七层，

翘角挑檐，镂有花卉藤草与波浪图案，生铁塔

顶，向东南方倾斜。塔顶 1958 年坠落，计重

2400公斤。巽峰塔在横江南岸玉几山东翼，

建于明嘉靖四十一年，保存最为完整。塔

高 35 米，八角七层，砖砌楼阁式，每层4个拱

门。内置168级盘旋形梯道，上达顶层，塔刹

为葫芦状，风格颇类唐代佛塔。塔内四壁绘

有壁画，虽经历了420多个春秋，线条仍然清

晰可辨。富琅塔原称水口神皋塔，位于富琅

村前，与古城、巽峰两塔相峙。明万历二十

二年（公元1594年）倡建，二十四年竣工。塔

八角七层，砖石结构，外观保存完整，内部已

损坏。砖砌叠涩出檐，工艺精细。塔砖上有

“万历癸巳寅”或“万历癸巳宿”字样。

古桥中富来桥、轮车桥和观音桥均处

于镇区内，分别与周围的建筑、溪流共同组

成“小桥、流水、人家”尺度宜人的风貌景

观。古城桥则与古城塔、古城岩、横江水共

同构成一幅气势宏伟壮观的绝妙画图。

此外，老街还有民居（含店铺）38 处、古

水埠码头 12 处；清末和民国期间传统民居

建筑（含店铺）130 余处。我国著名教育家

陶行知的启蒙馆被完整地保留在万安老

街。老街还拥有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现今全国仅存的手工制作罗盘的产

地。万安罗盘的传统制作工艺沿袭 600 余

年，工艺流程严格规范，技艺精湛缜密，所

制罗盘、日晷等产品规格全、品种多、精度

高，是中国古代民间工艺的杰出代表和遗

存标本，万安罗盘制作工艺 2006 年已列入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位于万安老街

入口处的“吴鲁衡老罗经店”就是万安罗盘

制作工艺重要的传习所。

保护整治

1989 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将万安古镇

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2007 年，被国

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为全国历史文化

名镇。黄山市和休宁县非常重视古镇和老

街的保护，万安老街的传统风貌没有再受

到破坏，周边环境得到保护和整治。

2007 年，休宁县成立万安历史文化保

护区管理委员会，万安镇成立专职保护单

位老街办，加强对万安老街的管理和保护，

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渐形成政府主导、街道

社区自治、全社会参与保护的良好局面，老

街的历史遗存和整体风貌得到有效的保

护，老街的人文气息得以延续传承。

2009年底，黄山市实施“百村千幢”古民

居保护利用工程以来，激发了万安老街居民

的保护积极性，县政府和万安镇政府整合资

源，投入大量资金加强对老街环境综合整治，

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全面修复修缮

老街石板路，整治完善给、排水系统，修复

修缮传统商业街危房，修复修缮富来桥、轮

车桥等古建，修复加固沿江护岸，修缮修复

老街水埠码头，整改空中电力、电信线路，

增加环保、消防设施等，老街环境大大改善。

万安老街有着显著的地域文化背景，

完整地保留城镇和乡村原貌及附带的历史

信息，延续着传统的生活。以政治、经济、

交通等因素形成的商业型居住聚落，呈现

出与大部分徽州传统村镇迥然不同的面

貌，是集中反映明清时期徽州商业交通文

化和工艺的杰出代表。

（本版文图由休宁县文广新局、万安镇

人民政府提供）

1.以传统的“天人合一”风水理

论为指导，选址布局力求人与自然

环境的和谐。注重在“山、塔、江、

桥”的大山水风貌下，追求“小桥、流

水、人家”典型皖南水乡风貌和与横

江平行发展的天地人和环境。

2.万安古街的建筑风格布局，街

巷空间呈鱼骨状。一条主街，与主

街垂直，向南、北衍生出 10 多条巷

子，南面的巷子起着前面通街，后面

通河的交通运输功能。北面的巷子

则起到进入居住区的作用。

3.建筑结构以砖、木、石为主，重

在实用。房屋建筑体现了古镇的商

业性质特色。

4.水运码头是万安古镇重要的

特性要素，是古代新安江上游水运

历史的见证。

5.老街著名的“万安罗盘”，是徽

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

万安老街的 价值特色

万安老街

罗盘制作

街口 古街悠悠

万安老街

渡口晨曲

时光老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