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
面

主编 /范 洁 本版编辑 /王文佳 视觉设计 /竹建英2021 年 9月 28日 /星期二

“沪苏浙皖”

微信公众号

11

金秋，武康大楼，95 岁的舰船形公寓经过
“微更新”，游客络绎不绝。浅灰色铭牌上，优秀
历史建筑的“前世今生”扫码即知，其背后是
“一幢一册”的保护档案。1058 处优秀历史建
筑、397 条风貌保护道路（街巷）、250 个风貌保
护街坊和 44 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上海，一

个没有围墙的“万国建筑博览会”。
400 公里之外的“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

村，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院学生，正用画笔勾勒
徽派古村、水墨江南。49 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117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2 处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名街、名镇、名村，271 个中国传

统村落……黄山，一座没有屋顶的“传统建筑
博物馆”。

粉墙黛瓦马头墙遇上清水红砖石库门，回
廊挂落花格窗遇上双联尖券玫瑰窗，长三角的
历史建筑模样不同，而相同的，是对历史文化
保护与传承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

时光留痕处 建筑可阅读
首席记者 范洁 特约记者 程向阳 徐剑

    “起……落！”今年 7月，黄山市屯

溪区屯光镇篁墩村，随着起重机将一
块重达 1吨、1米见方的“宸翰”圣旨碑

缓缓吊装至牌坊顶中位置，“程朱阙
里———洛闽溯本”石坊修缮工程基本

完工。两年前，在被誉为“徽州文化第
一村”的篁墩村，村庄风貌整治中挖

掘出土了距今超过 400年历史、埋入
地下半个世纪的石坊。如今，这座迄今

体量最大的徽州牌坊重新矗立、重现
真颜。

9月 30日，中国（黄山）首届徽派

古建产业发展大会将在安徽黄山市举

行。大会以“传承徽派古建、弘扬中华
文化”为主题，邀请政府官员、专家学

者、企业代表、工匠艺人等齐聚新安江
畔，共话徽派古建产业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一个月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

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是自
1982年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建立以

来中央对于历史文化资源全方位保护
的首个重要的国家文件。

意见提出，始终把保护放在第

一位。
近年来，黄山市开展全国首批历

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传统村落集中
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市建设，累计投入

资金近百亿元，实施了“百村千幢”古
民居保护利用、徽州古建筑保护利用

工程，对古城、古镇、古村、古街 4个空

间形态类和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等
12个单体形态类的古建筑全面保护利

用，以期守住徽派古建的“筋骨肉”，传
承徽派古建的“精气神”。

而在上海，对优秀历史建筑和历史

风貌区则提出“建立最严格的保护制
度”，对象类型涵盖上海独具特色的石

库门里弄、工人新村、工业遗产、百年高
校等，保护范畴不断扩大，保护类型和

数量持续增加，逐步建立“城镇村”“点
线面”结合的保护对象体系。

今年，上海将全面完成全市优秀历

史建筑“一幢一册”保护档案和指南的
编制工作。今天的上海，可以感受高楼

大厦中的时代进步，也能阅读石库门里
弄的历史沧桑。

    趁着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乘坐新

近首发的“建筑可阅读 城市微旅行”专
线巴士，一览上海经典城市地标。从浦

西到浦东，设有五卅运动纪念碑站、外
白渡桥站、城隍庙站、金陵东路码头站、

东方明珠站，周边覆盖及途经的优秀建
筑达 30余处。

“解锁”上海历史建筑，专线巴士只

是“新姿势”之一。2017年起启用的专
属二维码铭牌，如今已贴上超过 2900

处建筑，市民游客扫码获取文字、实景
图、音频、视频、VR 全景导览等，这也

成为上海“建筑可阅读”工作的亮点。最

近，雪糕、徽章、盲盒等特色文创竞相出

圈，更是掀起一波打卡热潮。
建筑印刻着岁月的痕迹，是地域文

化的承载，是美丽乡愁的慰藉。建筑可

阅读，把建筑的肌理保护好，把建筑的

故事留下来，不再“养在深闺人未识”，
而是让尽可能多的人读到、听到、看到、

体验到。
“徽派古建堪称一部用砖、木、石写

就的立体史书，是极具影响力的历史遗
存、极具展示力的文化载体、极具吸引

力的城市名片，也是极具生产力的经济

资源。”近日，黄山市委书记凌云、市长
孙勇联合发表署名文章，提出坚持文化

铸魂，传承徽建古韵。

在刚过去的中秋，“黎阳 in 巷”尽
显徽州古韵。步行青石板，穿过古牌坊，

伴着一汪清泉渠水，聆听古戏台诗词颂
月。“黎阳 in巷”是黄山市打造的规模

最大的综合性休闲街区，融合滨江酒吧
休闲街区、特色美食街区及徽文化体验

街区，在这里，既能触摸古徽州的质朴，

又能感受新黄山的时尚。

“我去过屯溪、呈坎、西递、宏村等

很多黄山村镇，徽派民居集萃了中国民
居的精髓，大照壁、四水归堂、飞檐翘

角、肥水不外流等，当时都不舍得走。”
“古城卫士”、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强调，
古镇的后面还得有“人”，要让历史建

筑与现代城市紧密结合。目前，黄山市

正在完善徽派建筑文化传承保护建筑
数据库，推进徽州古城城墙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真正让徽派古建形神兼备、
传统技艺永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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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张园，被称为

“海上第一名园”，兴修于 1882年，曾是沪

上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亮起了第一盏电
灯，上演了第一场话剧，开办了第一个室

外照相馆……如今，这个被繁华商圈包
围的旧式石库门里弄，正成为上海首个

保护性城市更新项目，探索具有旧区改
造、城市更新意义的综合性城市治理。

活态保护理念，贯穿项目开发的

“全生命周期”。前期，专家已对张园 43

栋、174幢、2053个房间开展查勘测绘，

“一幢一档”建立历史建筑资料库。当

下，正建起信息化管理平台，用数据库、
物联网监测和管理张园的建筑。项目将

完整保留保护石库门建筑并充分利用
其地下空间，在历史积淀之上，打造一

个独具特色的国际级文化商业新地标。
和平饭店、武康大楼、上生新所、杨

浦老水厂……一处处优秀历史建筑，通

过保护性修缮和更新，不仅重现沉淀的
历史价值，而且焕发全新的时代光彩。

活态保护，同样是徽派建筑的发展
路径。2020年，黄山市徽派古建产业产

值约 12亿元，黄山市出台了《关于促进

徽派古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设立徽派古建产业发展资金，制定
土地、融资、人才等要素支持政策，推动

徽派古建全产业链发展。
在即将举行的首届徽派古建产业

发展大会上，黄山市徽派古建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黄山市徽派古建产业发展促

进会、安徽省文化产权交易所黄山分中

心将揭牌，并将举行多项签约仪式，承
徽建古韵，扬徽匠精神，兴古建产业，拓

品牌影响。
阮仪三教授直言，长三角地区经济

发展速度快，建设是需要的，发展

也是必要的，但要珍视对历史的守护。

“城市建设和人体的新陈代谢一样，好
东西一定要保留下来。保护建筑，是留

下城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从这些历
史文化的载体中，可以滋养出新的、有

特色的建筑和城市。”
在他看来，长三角地区的建筑保

护，技术上有共同点、规划上有共通性，

但找出自身特点特色，发扬光大。“要像
保护老人一样保护古建，要让这些历史

建筑在现代城市的发展之中发

出异样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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