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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坊七巷：老街区迸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江继兰 李 月

浙江湖州历史街区保护稳步推进

本报讯 5 月 7 日凌晨，网友

“天津张翔”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

“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标牌的照

片，并指出上面有多处错误，最显

眼的莫过于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

理、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

“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被

写成了“顾维钓”，将末代皇帝溥

仪“请”出紫禁城的西北军名将鹿

钟麟被写成了“陆忠麟”。

该 帖 迅 速 引 起 关 注 。 据 查

证，五大道睦南花园旁立的那块

宣传标牌，确实出现了“ 天津张

翔”微博照片中指出的错误，“顾

维钓”和“陆忠麟”分外醒目。

除了前文提到的两处错误外，

标牌还将“达文士”写成了“达交

士”，“杜友樵”写为“林有樵”。“达

文士”一说是一位德国军官，一说

是英国商人，无论国籍何方，都被

译为“达文士”。“达文士旧居”还

是五大道较早的建筑，为典型的

西班牙风格。杜友樵则是当年孙

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这两个错误也确实有点不应该。

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以

历史名人故居为典型代表、集中展

示“天津小洋楼”建筑特色及整体

风貌，近年来吸引了不少游客，有

读者反映，类似的宣传标牌在五大

道地区不只一块。如果外地游客

看到标牌上的“顾维钓旧居”会怎

么想呢？类似错误会引发对相关

工作人员工作态度的质疑。（耿堃）

本报讯 为申报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浙江省湖州市目前正采

取切实措施，加大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力度。

据介绍，在街区保护方面，湖

州中心城区现存唯一的、具有江南

水镇传统风貌的沿河古建筑群衣裳

街历史文化街区，汇聚浓郁水乡风

情的明清民居的小西街历史文化街

区，起源于南宋的“水陆冲要之地”南

浔古镇历史街区的保护性修缮工程

启动，已投入资金近20亿元。在衣

裳街、南浔镇，相继实施完成了拆违

搬迁、河道清淤、驳岸整修、三线下

埋、立面修复、桥梁修缮、石板路铺

设等一系列保护性修缮整治工

作。依照专项规划，展现在民众面

前的，是一个修旧如旧的格局。

同时，名城展示项目逐步推

出。33 位代表性人物从历代 1000

多位名人中选出，落户湖州历史

文化名人园。赵孟頫艺术馆、沈

家本纪念馆、湖州民国文化馆等

一批名城展示项目正在启动实

施，毗山遗址公园建设也纳入湖

州市新一轮总体规划。

下一步，湖州市将按照相应

要求，加大工作力度，抓好“申名”

各方面工作。其中，凝练地域特

色的“名人、名文、名宅、名园、名

街、名品”，将升格为城市文化名

片。修缮一批名人故居，整理一

批名文，保护修缮重建一批名宅、

名园、名街，开发一批名品，“六

名”将成为散落在湖城大街小巷

的独特景观。

浙江湖州地居江南，山水清远，

人文璀璨。据统计，湖州市目前有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364处，其中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处。代表古代

政治、经济、文化的建筑或遗迹较多，

传统地名、街巷大多保留。 （欣 文）

辽宁沈阳规划保护“北市场”
本报讯 2012 年“五一”节，

辽宁沈阳和平区推出第 22 届皇寺

庙会，近百万人次云集。而这仅

是正在规划中的“北市文化商贸

特色街区”冰山一角。

沈阳北市场曾是清朝第一个

庙会市场，也是上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中国传统十大闹市区之

一。北市场古称“十间房”，因庙

而兴，形成于张作霖时期，是沈阳

民族工业发展的摇篮，也是沈阳

民间戏曲的繁兴之地。

为更加科学地指导和规范北

市地区建设，沈阳和平区本着“大

概念、大品牌、大文化”的发展理

念，高站位、高起点规划，委托清

华大学规划设计院全面规划新北

市。目前，概念性规划正在实质

性操作阶段，不久将向社会公布。

概念性规划突出“北市场”历

史文脉及功能定位，恢复北市与

太原街、中街相呼应的市级商业

中心地位、综合黄金文化商圈，构

建具有浓郁关东风情、展现民族

大团结及文化旅游特色的中心商

业区。同时，将结合和平区国家

文化与科技融合产业示范基地的

整体规划，合理定位“北市场”未

来发展的新蓝图，将北市场打造

成中国·东北文化产业示范区。

整体规 划 改 造 后 的 北 市 文

化 商 贸 特 色 街 区 将 引 入 休 闲 娱

乐、古玩字画、花鸟鱼虫及民间

工艺等民俗文化商业业态，形成

集老字号特色餐饮、传统民俗文

化特色商业、民俗展演、庙会商

业、特色旅游产业为一体的城市

品牌。 （欣 隋）

天津五大道标牌错字频出

国家文物局组织的“走基层：

探访历史文化街区”活动第三站

选择了福州三坊七巷。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于晋

代发轫，唐五代形成，至明清时期

达到鼎盛，后城市由北向南扩展，

逐步形成三坊七巷一条街，总占

地面积 38.35 公顷，保存有较好的

明清古建筑 159 处、200 多座。三

坊七巷保留着完整的街、坊、巷格

局，被称为里坊制度的活化石。

三坊七巷地灵人杰，自明清

至民国初期，涌现出大量对当时

社会乃至中国近代史有重要影响

的人物。林则徐、沈葆桢、林旭、

严复、林纾、林觉民、冰心、林徽

因、郁达夫、郭化若等 100 多位名

人均出自此地，这里也因此被誉

为“近代名人聚居地”。

自2009年入选“中国历史文化

名街”以来，三坊七巷不断探索、积

累经验，取得了阶段性的保护修复

成果。4月25日至28日，记者在走

访中针对三坊七巷近年来的保护

修复现状、经验及未来街区的发

展规划进行了深入采访。

政府引导，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中 共 福 州 市 委 宣 传 部 副 部

长、福州市三坊七巷保护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林矗向记者介绍，

三坊七巷作为首批入选的“中国

历史文化名街”，从规划、启动，到

搬迁、修复，到现在已有 5 年多的

时间。保护修复过程中，当地政

府一直以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为立足点，以福州历史文化为主

流，并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将福州

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与之

紧密相连的文化项目引入街区业

态中，目前的三坊七巷已成为可供

人们“体验人文、消费文化”的地方。

据了解，目前，脱胎漆器、软

木画、牛角梳、寿山石刻、油纸伞、

裱褙、糖画、书坊、微雕等具有代

表意义的民间艺术业态已相继入

驻南后街，“米家船”和“青莲阁”

裱褙店、“聚成堂”书坊、“木金肉

丸”“同利肉燕”“永和鱼丸”等福

州老字号也已陆续回归。当地还

积极组织文物、文史专家深入挖

掘三坊七巷的文化内涵，在人文

与文化空间层面进行全面调查，

完成《三坊七巷文化内涵调查报

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重要依据。着重开展的里坊制度

以及明清建筑特色、彩绘、泥塑、

木雕等优秀传统工艺研究，不仅

在“ 物”的 研 究 上 形 成 资 料 性 成

果，还在“名人”的研究上下足功

夫，分析、归纳涌现 100 多位名人

英杰的人文条件、社会背景，及其

所代表的优秀文化，提炼出三坊

七巷人文精神——“开风气之先，

谋天下永福”，使之成为启迪后人

奋发进取的精神财富。

林矗说，文化概念是抽象的，

若将每座历史建筑的味道做足，

使之相互之间既有差异，又与福

州历史文化特色相关联很难。如

果由政府来做，将每个建筑做成

一个展馆，安保、基本的水电设施

就要很多投入，资金方面存在很

大困难；另一方面因为每个人对

文化的认知不同，展馆内容是否

能 得 到 民 众 的 认 可 ，也 是 个 问

题。因此，政府尝试同文化企业、

收藏家合作，政府提供展览场地，

对方提供收藏品，这样既能将展

馆做得精致入味，又能起到传承

历史文化的作用。

林矗说，三坊七巷的遗产保

护 与 利 用 以“ 体 验 人 文，消 费 文

化”为宗旨。即将文化物化，做一

种让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

能够实实在在消费的文化，使三

坊七巷成为可供人们体验消费文

化的地方。使游客感悟并体会到

福州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唤起

全民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的意识，

还能将游客、展览品、管理者有机

联系在一起，强化相关管理者的

责任意识，同时也解决了保护修

复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

据记者了解，位于宫巷 24 号

的林聪彝故居，现为福州漆艺博

物馆，展示着千余件清朝至今的

典藏漆器作品，以及 150 多幅当代

老中青漆画大师的精美画作。福

州脱胎漆器是在我国古代优秀漆

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北京

的景泰蓝、江西的景德镇瓷器并

称为中国传统工艺的“三宝”。该

博物馆的负责人赵师傅告诉记者，

他家是脱胎漆艺的世家，十几年

来，收藏有各个时期不同样式的脱

胎漆器1000多件，之前藏品都放在

家中的仓库里，不被人知晓，现在

政府提供空房子，他也可以将脱胎

漆器的精品向各地的游人们展示，

他很高兴，自己会尽量多做一些漆

器工艺的文化推广工作，向游客介

绍并展示脱胎漆器的工序和制作

过程，传承福州历史文化。

精雕细琢，
尊重历史原貌

在街区保护修复方面，三坊

七巷注重整体保护，不改变文物

原状，同时坚持政府主导，从社会

效益出发，按照“镶牙式、微循环、

小规模、不间断”的方式组织实施

修复。

三坊七巷管委会副主任叶子

文在回忆近年来的保护修复过程

时说，三坊七巷的保护修复，在所

有工作启动前就进行了大量的调

查研究，组织了大批的文物专家、

建筑专家，进入每家每户进行调

查，掌握建筑的材质、文物的年代

及价值等信息，组织入户沟通，提

炼传统文化记忆，并在此基础上

编制相关的街区保护规划和文化

遗产保护规划；同时，精挑细选建

筑材料和工匠、技术人员进行具

体的施工。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位于

南后街 82 号的福建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博览苑（原为叶氏故居）的一

整面墙，前后修了 5 次才达到今天

的效果。叶子文说，对叶氏民居

外墙的修复，主要采取精雕细琢

的方法。外墙修复时，墙体有些

开裂，基础有些松动，于是立即联

合设计单位对墙体进行勘查、设

计和研究，决定把这座墙体的局

部拆除重建。由于该墙体为民国

时期砌筑的青砖外墙，而现代制

砖的工艺和规格同民国时期有些

区别，为此，在施工时需要对每一

道工序严格把关，将每一块砖编

号拆除，修复时再一块一块堆上

去。遇到一些损坏的砖，就将其

他民国建筑拆迁时拆下来的旧砖

拉到施工现场补用。旧砖与墙砖

相比规格小一些、薄一些，为保持

砖墙的历史原貌，便将搜集到的

旧 砖 按 原 有 墙 砖 的 规 格 进 行 加

工，以确保尺寸、大小完全一致，

再上墙砌筑。

叶子文还告诉记者，位于黄

巷 36 号的国保建筑小黄楼前后修

了 3 年，边勘察、边设计，一旦在勘

察过程中发现将导致文物建筑细

节被遮挡住的违章构件，便在修

复过程中将其拆除，了解其他构件

的好坏程度及详细情况，再结合实

际完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叶子

文回忆说，小黄楼修复到第二年的

时候，曾认为基本修复完了，而在

整理及再次勘探时，又在地下意外

地发现了一些有规律堆砌的石块，

便立即请设计人员到现场指导挖

掘，结果发现这里曾是一个水池，

它的栏杆、遗迹都还在，于是一块

一块、一点一点地挖了3个月，重新

设计水池、栏杆、假山、平台、楼阁

的位置，终于将水池以及留有的一

些假山石按原来的完整形制逐步

恢复。于是，小黄楼的保护修复又

延续了一年才完成。

据了解，三坊七巷以木结构

建筑为主，传统的建筑材料和现

代建筑材料在制作工艺上存在区

别，而且目前掌握传统技艺的工

匠非常少。为尊重历史原貌，当

地政府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多方寻找熟悉传统工艺的木匠，

使保护修复工作在技术上做到精

致、准确。

谈到三坊七巷入选“中国历

史文化名街”之后的变化，叶子文

说，从旅游部门的统计来看，来福

州旅游的人数明显上升，到这里

休闲购物的福州百姓人数也大大

提升。名街评选活动对城市遗产

保护与利用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

用，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为福

州市形象的提升创造了条件，同

时为老百姓创造了宜居的环境。

志愿者：
三坊七巷最美的风景线

在三坊七巷，还有一批默默

无闻的志愿讲解员，他们每天都

会向来此旅游观光的人们讲解三

坊七巷的历史文化、名人故居及

街区保护修复的相关情况。记者

有 幸 采 访 到 了 其 中 的 一 位 曾 先

生，他是安民巷曾氏民居的原住

民。谈到做志愿讲解员的初衷，

曾先生兴奋地说：“做讲解员很快

乐，同各地的游客交流，学到了很

多知识。”他还解释道：“我为什么

要做志愿者？因为我要支持三坊

七巷，了解三坊七巷，也只有这

样，才能爱护三坊七巷，敬重三坊

七巷，才能让三坊七巷的历史文

化传承下去、传播出去。”

59 岁的曾先生自出生起就在

此居住。他们家祖祖辈辈在这里

生活了 407 年，他是生活在这里的

曾氏家族第 11 代后人，家里的房

子 为 明 代 建 筑 。 曾 先 生 告 诉 记

者，三坊七巷在保护修复前，居住

环境非常混乱、恶劣，基础设施很

差，老房子破烂、漏雨，下水道就

在 门 口 。 政 府 实 施 保 护 修 复 之

后，老化的电器换新的了，安全有

保障了；改造了基础设施，居民的

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改善，老百姓

现 在 愿 意 住 在 这 里 。 而 且 入 选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之后，更有

自豪感了。

记者跟随曾先生来到他家的

住所，偌大的建筑令人震撼。据

了解，曾氏民居有 5000 平方米，横

跨半条街，原来有 4 层。为恢复历

史原貌，后建的 3 层被拆掉，作为

补偿，政府按 1 ∶30 的比率为其置

换了 2 套新的现代住房，每套都有

90 多平方米，且产权归自己。

记者了解到，在房屋置换方

面，如果老房子不够 45 平方米，政

府将按最低保障 45 平方米为其置

换，置换的现代住房大都在二环

区域，交通生活很方便。另外，在

保护修复费用方面，像曾氏民居

这 样 的 历 史 建 筑 ，以 每 平 方 米

2300 元为基准，如果每平方米的

维修费在 2300 元以内，则由居民

自己支付 90%，政府补贴 10%，如

果每平方米维修费超过 2300 元，

超出的部分由政府来出。

目前曾先生的房子还在修复

中，修好后他还要搬回来住。谈到

这里，曾先生高兴地说，老房子如

不修复，平时自己住感觉不安全，

自己维修，费用又比较高，政府出

资补贴修复很好，房子得到很好地

修缮保护，基础生活设施也得到明

显改善，住起来就舒服多了。

如今，三坊七巷保护修复工

作的经验已在福州市其他街区得

到推广。有消息称，福州市文物

部门在 2011 年 7 月就提出，将三

坊七巷、朱紫坊、乌山、于山、乌

塔、白塔等有机整合，形成“两山

两塔两街区”文化特区的概念，并

将此区域与“上下杭历史文化街

区”“烟台山历史风貌区”有机结

合，保护修复福州的历史原貌，力

图使福州的文化特色彰显得更加

美好，让福州百姓及国内外游客

真正得到实惠。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卢旭、

李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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