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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的姑苏，斑斓无比。
平江路，在阿婆一声声“阿要买

茉莉花、白兰花”的叫卖声中，迎来
了新的一天。在平江路南路口的一
座凉亭里，苏州保留至今最早的实
物城市地图祖本——《平江图》碑刻
复制品（真迹保存在苏州碑刻博物
馆），静静地矗立着，见证着“白发”
姑苏的迭代更新。    年前，伍子
胥建苏州城，规划了道路系统与水
系网格结合的双棋盘城市格局。从
此，苏州便在这一物产富庶的水土
上稳步发展，城址从未发生变迁，依
然保持着《平江图》描绘的姑苏肌理
与风貌。

    年后的今天，国家住房城
乡建设部在苏州古城召开历史文化
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现场会。
不言而喻，这是对苏州在古城保护上
所做工作的肯定。自    年苏州成
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就如
何下好古城保护这盘“大棋”，“白发”
姑苏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向世界贡
献古城保护的“姑苏样本”。

有烟火气的古城，
让姑苏“伙伴”集聚
如果说修缮是古城保护的上半场，利

用则是下半场。
苏州坚持“使用是最好的保护”。在

总结贝聿铭祖宅、钱伯煊故居等案例经验
基础上，今年6月18日，姑苏区创新发布了
“古城保护更新伙伴计划”，18处古建老宅上
线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这18处古建
老宅有苏肇冰故居、隆庆别院等，涵盖明清
建筑、民国建筑等。利用方向包括总部办
公、特色酒店、文化创意、文化展览等。

8月22日，叶宅、吴宅、陆润庠故居等
第二批8个“伙伴计划”上线亮相，姑苏区
再一次向“伙伴”发出邀请。
“古建老宅是苏州一张靓丽的名片，

活化利用是古城复兴的关键环节。我们
要以古城保护更新伙伴计划发布平台为
依托，着力打造古建老宅活化利用新典范、
新路径，在古城保护中发展，在空间拓展中
突破。”苏州姑苏区委书记方文浜表示。
在姑苏古城，随意走进一条小巷，都

会遇见当地的原住民。87岁的朱阿婆已
经在剪金桥巷14号住了四十几年，孩子
们都已经搬离这间带阁楼的老房子，留下
她一人守护着这间老宅。“我喜欢住在这
里，孩子都很孝顺让我搬过去和他们一起
住，但我就是舍不得离开。这里有我的朋
友，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住在古城我很
幸福”。朱阿婆住的地方正处于32号街

坊，这一片区是明、清时期官署集中之地，
基本延续了明清以来的名称、走向、格局，
历史文化遗存丰富，保留着古城风貌，展
现着姑苏人家的生活气息。江苏按察使
署旧址、清末著名外交官洪钧的祖宅等，
都汇聚在这小小的街坊里。由于辖区房
屋大部分为上个世纪的建筑，一段时间以
来，这里基础设施较为薄弱，为此，姑苏区
启动32号街坊保护与更新项目，分批次进
行，朱阿婆的老房子也在其中。“这几年，我
发现周围的模样有了大变化，路面重新铺设
了，墙面也刷白了，家门口、街巷转弯处随处
可见小花园，来来往往的人也多了……”朱
阿婆的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
截至2022年末，苏州姑苏区户籍人

口75.07万，常住人口92.84万。
由此可见，苏州对古城的保护，并不

是将原住民搬迁出去一刀切的做法，而是
通过多元的民意，对愿意为修缮古宅腾出
空间的居民，以最好的方式进行妥善安
置；对于不愿离开的居民，则想方设法让
他们更好地在古城内生活。姑苏区的平
江路、山塘街、阊门等6个历史文化街区，
这里的原住民至今都保留着最朴素、最单
纯的生活。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古城，怎
不让人心仰之？
活化利用，苏州把“活”字做到了极

致，也做到了人在城中，城在心中。打造
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是苏州人的使
命，更是苏州人的骄傲。

2500岁的姑苏，是古老的；2500年的
历史，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此
刻，从曹沧洲祠内传出的直播声音，飘向
了远方，似乎穿越回一百多年前，向曹沧
洲讲述着今天的故事；此刻，矗立于平江
路上的《平江图》静静地看着人来人往，仿
佛向游人诉说着脚下踏过的青石板，走过
的每条小巷，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
古城，很古老，2500年。
古城，很年轻，充满了青春活力。
这座“活着的千年古城”，在一代代苏

州人的接续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冯丹霞）

保护，我们有“妙招”

从40年前启动系统性保护至今，苏州是全
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将古城整体进行规划保护
的城市，历史城区范围达到了世界少有的19.2

平方公里。
2012年10月26日，姑苏区正式成立，成为

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区。那么，如何保护也成了苏州人不断追
求，不断探索、不断前行的信念。

2020年12月起，一个名为“古城细胞解剖
工程”的项目在苏州姑苏区展开。姑苏古城54

个街坊、19.2平方公里内的房屋、古井、古树、桥
梁等每一个“细胞”，都将在这项工程中得到全
面、深入的体检。
在“解剖”的同时，“文物建筑DNA结构建模

师”用全景照相机、三维激光扫描仪对古城的文
物建筑开展三维测绘，这一举措在全国居住类
文物建筑成片整体数字化保护方面属于首创。
目前，“古城细胞解剖工程”已完成27个街

坊和20处文保单位的现场信息采集，实现在姑
苏CIM+数字“孪生古城”应用平台的展示和应
用，为数字时代建设“孪生古城”提供系统性资
料，厘清了古城的骨骼、血脉和精髓，有效支撑
古城保护数据需求。
如果把“古城细胞解剖工程”看成一张人体

结构图，那么“一宅一方案”则好比是一张药方，
药方开的好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作用。

人民路2114号，这里，原来是苏州市首家大
型国营企业，建造于1952年的苏州阀门厂，那是
一代老苏州们的记忆和情怀，如今，也迎来了它
的“大变身”。
“我们住在这儿真的很开心，‘小秘书’时刻

在我们身边，住的特别安心特别踏实。”83岁的
钱阿婆说道。”“变身”后的阀门厂，以花园式现
代化健康养老综合体，重新出现在新老苏州人
眼前，这是苏州城市更新中工业建筑遗产“蝶
变”的代表之一。而阿婆们安心舒心的背后，则
是苏州市对古建老宅的用心。
改造前期，由于该项目属于成片改造，时间

跨度大，有不同年代不同类型的建筑主体，厂
区内尚有市文保单位，民国名人故居墨园。为
了摸清各个年代建筑单体的来龙去脉，使鉴
定、改造、加固措施更有针对性，苏州市图审中
心、抗震办的专家把抗震审查会开到了项目现
场。通过对建筑逐个排查，同时将报审材料与
现场实际情况相结合，从功能与安全等多个角
度提出抗震审查意见，推动工业建筑遗产重现
生机。
不止苏州阀门厂，32号街坊、桃园、苏肇冰故

居……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药方”。这，就是专业。
建筑施工图审查“一宅一方案”的工作方

式，开创了全国先河，通过微更新、微干预、合理
改造，带动古建老宅活化利用，让历史文化建筑
焕发新生。
首创，先河......苏州在古城保护上，总有想

不完的点子，出不完的妙招。

保护，从“限高”开始

在苏州著名的园林拙政园里，有一处最佳
取景地。从荷花池眺望远处，有一座塔清晰可
见，这是苏州古城的地标，也是古城内的制高点
——报恩寺塔。为保护古城整体风貌，控制古
城内的整体高度，苏州市政府规定，古城内新建
建筑高度不得超过报恩寺塔高的1/3（即控高24

米）。多年来，苏州守住了这条底线，古城的风
貌得到最大程度的呵护。“限高”后的姑苏古城，
开始在宽度、广度和深度上进行全方位保护。
早上10点，推开位于瓣莲巷4号曹沧洲祠厚

重的大门，一场直播正在上演，雷允上的工作人
员在镜头前向大家介绍自家的老字号产品，这座
百年老宅在阳光的沐浴下正焕发出新的“活力”。
曹沧洲祠建于清末民初，是晚清吴门医派代

表人物之一曹沧洲的故居，距今已有百年历史。
现存两进，主要建筑有门厅、享堂及东厢楼，

总占地面积420平方米，建筑面积376平方米。
2002年，古宅被列为苏州市控制保护建

筑。由于年久失修，这座百年老宅也不可避免
地走向“老龄化”。2020年5月，姑苏区对曹沧
洲祠进行保护修缮。在整体修缮改造时，运用

香山帮传统技艺，对房屋的木结构进行了整体
修缮保护，有效解决白蚁侵蚀、木作腐朽等问
题。修缮后，根据曹沧洲祠的历史文化属性，按
照“老宅子牵手老字号”的思路，招引本土中医
药企业雷允上入驻，打造成了集医理展示、非遗
体验、门诊坐堂为一体的中医主题文化馆。

2021年4月，中华老字号雷允上正式签约
入驻曹沧洲祠，老宅至此踏上了“新生”之路。
目前，曹沧洲祠内由文物陈列展览、吴门名

医坐堂问诊、中药古法技艺场景复原等展线铺
开，重现中医药文化历史传统前店后坊的就诊、
看诊、配药等模式，同时还设有非遗项目体验以
及雷允上老药工“传、帮、带”传承基地，进一步
光大吴门医学，传播弘扬中医药文化。
苏州对古宅的用心，并不是只有曹沧洲祠

这一个特例。如中张家巷29号、秦宅、贝聿铭祖
宅等，都焕发出新的活力。据统计，在苏州古城
区，像曹沧洲祠一样的古建老宅院落共计149

处。姑苏区对全区范围内18类保护对象展开了
全面普查，制订出台名人故（旧）居认定实施意见
等文件，对外发布《古建老宅活化利用白皮书》
《古建老宅活化利用蓝皮书》，深入挖掘蕴含在古
建筑中的历史遗存和文化底蕴，不断探索古建老
宅的活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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