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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氤氲，香味四溢，一把米粉下锅，熟

练地烫煮一分钟有余，再加入香油、生菜，一

把酸菜末撒上去，一碗香喷喷的酸菜米粉就

在潘兰英的手中成为“龙潭地道小吃”。

“欢迎来到‘新龙潭’，来来来，吃一碗

米粉再开始逛村！”年过 50 岁的潘兰英性

格豪放、嗓门洪亮。

远山如黛，流水潺潺，一座座黄墙青

瓦 的 老 宅 ，沿 着 小 溪 错 落 有 致 地 排 布 。

春日暖阳下，房前屋后挂着的红灯笼，宛

如 一 颗 颗 熟 透 的 柿 子 。 村 口 ，一 间 不 足

10 平 方 米 的 米 粉 店 当 街 挺 立 ，墙 上 挂 着

的，却是几幅栩栩如生的油画。“喏，这是

我 丈 夫 陈 孝 坚 的 作 品 ，好 多 游 客 要 买

呢 ！”随 后 一 指 门 外 陆 续 进 村 的 游 客 ，潘

兰英骄傲地说。

“现在在我们龙潭村，可以品一口黄曲

糯米酒、赏一出悠长的四平戏、看一幅农民

自己的艺术画、四处可见年轻新村民。”一

旁，龙潭村党支部书记陈孝镇说。

拥有 120 多栋明清古建筑的龙潭村，

地处闽东北的宁德市屏南县熙岭乡，窝在

鹫峰山脉中段纵横交错的山岭间。这里曾

经是茶盐古道的必经之路，却在几年前遇

到“空心化”问题——原本有 1400 多户籍

人口的村子，村民大多外出务工，仅剩百余

人留守村里。

变化，开始于一场“艺术改变乡村”的

试验。2015 年，屏南县开始探索文创引领

的乡村振兴之路，启动“古村落保护计划”，

龙潭村也开启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公益

教育项目，选送 30 位村民作为“种子选手”

学习绘画，陈孝坚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大

家都不理解，经过 3 个月的系统学习后，我

们对于村落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觉得家乡

处处都充满艺术气息。”陈孝坚说。

与此同时，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龙

潭村启动“古村修复计划”，先后对 22 个国

家级传统村落的 500 多栋古民居分门别类

实施抢救性修复。老屋修缮采用原生态、

低碳环保的传统技艺，还成立了工匠协会，

组建了 5 支以传统工匠为主、共 100 多人的

古建筑修缮队伍。

此外，屏南县全面推行“老屋认租 15
年模式”——年租金每平方米 3 元、租期 15
年，试行村级项目建设“工料法”管理模式，

根据建筑形式与特点，引进“新村民”认领

复活老屋并进行以“文创”为导向的活化利

用，以低门槛、高进阶的方式吸引新老村民

创业。

政策的持续支持，让龙潭村“老树发

新枝”，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游客到

来——32 岁的江西人胡文亮，便是最早来

到龙潭村的“新村民”。一栋古色古香的

两层民居，名为“檀舍”，便是胡文亮的“民

宿工作室”，一楼用作餐饮、品茗、陶艺、阅

读 ，二 楼 则 是 6 间 规 制 不 一 的 客 房 。“ 五

一”未到，客房预约便已排到了下半年，夫

妻二人正忙着在直播平台上给网友推介

龙潭。屋角的酒坛，堆得一人多高，“我们

将油画、动漫、四平戏等元素融入在屏南

当地的黄曲糯米酒的包装上，让年轻人更

容易接受山里的文创，通过网络直播让山

货卖到大山外。”胡文亮说。

2020年 8月，龙潭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接待的游客每年达 20多万人次。

眼下，直播间里的胡文亮，不仅要推

介龙潭，还要为整个熙岭乡文创片区卖力

宣 传 ——2021 年 10 月 ，熙 岭 乡 文 创 片 区

（龙潭村、四坪村、墘头村、三峰村）成立片

区党委。

“鼓励‘新村民’加入村级组织，这是我

们熙岭乡文创片区基层治理改革的第一

步，我们希望‘新村民’进一步增强参与感

和 归 属 感 ，共 同 投 入 到 乡 村 振 兴 的 事 业

中。”熙岭乡乡长杨林表示。如今，熙岭乡

文创片区 4 个村入住的“新村民”达到 140
多人，职业涵盖设计师、作家、工程师、电影

导演等。2022 年，片区内各村集体平均收

入突破 40 万元，平均增长超过 25%。

翻开“檀舍”的留言簿，一条游客留言

吸引记者注意：“在这里实现了现代生活和

乡土中国的完满契合，多想也能成为一名

新村民，爱生活、爱艺术。”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

传统古村有了新村民
本报记者 刘晓宇 王 珏

假期里，来自江苏南京的 00 后武佳萱

和朋友们准备好汉服，相约来到浙江省台

州市椒江区葭沚老街“打卡”。

青石板、老石桥，还有外墙斑驳的传统

民居，白天夜晚，景色各异……“老街很时

尚、潮流，是年轻人钟爱的范儿。”武佳萱迫

不及待把拍摄的照片和短视频分享到社交

平台，赢得许多点赞。

葭沚老街，至今已经有数百年历史，曾

是 台 州 最 具 文 化 韵 味 的 繁 华 街 区 之 一 。

“葭”为水边的芦苇，“沚”为水边的洼地，葭

沚处于江边，由椒江冲积而成，曾地势较低

并长满芦苇，“葭沚”由此而得名。

可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老街日渐衰落

——危旧房林立，道路不宽、排水不畅、燃

气不通，被诟病为“走不进的街、出不去的

水、留不住的人”……

任 由 家 园 衰 败 破 落 ，让 历 史 文 化 被

雨打风吹去？“既应该保护传承历史文化

遗 产 ，也 要 让 大 家 享 受 城 市 新 生 活 。”椒

江 区 博 物 馆 原 馆 长 牟 振 彬 说 。 近 年 来 ，

当 地 启 动 葭 沚 老 街 城 市 更 新 ，保 留 原 有

的 古 街 形 态 和 肌 理 ，凡 是 能 够 修 复 的 古

建 筑 均 予 以 保 护 修 复 ，一 座 座 传 统 民 居

焕发生机。

老砖瓦、老屋檐、老门墩，屋脊、飞檐、

山墙，或雕梁画栋，或青砖灰瓦，各处细节，

皆有讲究。“从砖、瓦，到石板、木板，我们力

争用旧材料来修复老物件，传承那份台州

记忆……”牟振彬说。

如今，修复后的一座座建筑彰显着老

街过往的韵味，精致的绿化更增添了生活

意趣和古典审美。古宅台门上的一处处彩

绘、雕塑与匾额，诉说着悠远的故事。抬头

可 见 的 飞 檐 翘 角 ，镌 刻 着 特 色 的 渔 文 化

——屋脊两头翘起如同一艘渔船，饰有海

浪纹、鱼纹等纹样……

节假日的傍晚时分，老街建筑外立面

和廊檐下挂满的轮廓灯和古典灯笼一齐点

亮，葭沚老街流光溢彩。高科技灯光秀演

出《锦绣文昌》与人们见面。演出以鸥鹭为

引、光影音为媒，活化台州历史传说，尽显

台州的古典与现代、人文与风物。

街坊邻里兴奋地看到，“昔日古街又

‘回来’了”“老街也‘年轻’了、热闹了”。

与位于市中心“文艺”“现代”的葭沚老

街不同，位于章安街道回浦村的章安老街

有着另一番特色。

叶再来和叶伟正父子是台州市非遗项

目锡器制作技艺传承人。他们居住的房子

已经有两三百年历史，楼下开店、楼上住

人。一件件由他们制作的锡壶、烛台，成为

老街居民家家户户的必备品。

章 安 老 街 长 约 600 米 ，东 西 走 向 ，明

清时期遍布旅店、当铺、南北货号等各种

店铺。如今，章安老街上集中了木雕、剪

纸、石雕和篾竹制作技艺等 10 余个非遗

项目，还专门建设了“古郡书吧”，既展示

和 销 售 非 遗 作 品 ，也 能 让 游 客 进 行 互 动

体验。

“现在来古街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们

适时开发了书签、扇子等文创产品，还不断

在老题材的基础上进行内容设计和创新，

以及技法的升级，市场反响不错。”台州市

非遗项目章安剪纸技艺传承人、80 后杨计

兵喜笑颜开。

台 州 刺 绣 技 艺 是 浙 江 省 非 遗 项 目 。

“通过创意设计，我们在对台绣的文化、技

艺和艺术元素进行萃取的基础上，融入了

实用功能。”传承人林霞说，“我们正在策

划进驻老街，以‘刺绣 +’的跨界思维，开

发 出 多 元 化 的 产 品 ，让 刺 绣 工 艺 以 更 实

用、更国潮的姿态走进居民日常，融入衣

食住行。”

葭沚老街、章安老街……如今的老街

成了台州市民找寻台州记忆、游客休闲旅

游享受的空间。“在葭沚穿梭、章安停留，不

仅感受到了城市文脉的延续，也让我们在

品味历史、感受当下的亦古亦今的融合体

验中，对家园有了更多热爱。”90 后市民周

航说。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老街

老街保护焕发生机
本报记者 郑海鸥

飞将巷，汉代龙城飞将李广故里；石家

巷，清乾隆时四川道台加按察使石作瑞的

府邸……走进甘肃省天水市西关古城，每

一条街巷，都满载历史。

西关古城，坐落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州

区西关片区，是西北地区现存规模较大和

保存较完整的明清时期居民院落群，有大

小街巷 11 条，院落 229 个。但因历史久远，

不少古建民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2018 年 3 月天水启动西关古城修缮工

作，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凡文保

院落的维修，不迁移、不使用现代材料和现

代工艺，全面保存、延续天水古建民居的真

实历史信息和价值。

走进三新巷古建筑群，考究的垂花门、

精致的垂莲柱，让数百年的宅院重现明清

时期的古韵。“修缮完成的古建民居，大多

为砖木结构，设计精巧，布局严谨，古朴典

雅。”参与修缮的天水古建专家赵昌荣说，

无论是墙面、屋脊，还是青砖、土炕，都对历

史建筑构造、风格、材质、工艺进行最大限

度地复原。

截至目前，古城片区中三新巷片区修

缮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自由路 7 月份也即

将完成。在恢复历史“原貌”的基础上，如

何既保留历史文化韵味，又布局符合游客

需要的商业业态，古城管理运营方正在探

新 路 。“ 这 说 起 来 不 难 ，可 实 际 操 作 真 不

易。”业内人士指出，不少古城都有同样的

烦恼，业态和商品同质化问题突出，“比如，

餐饮火了，商家便纷纷涌入，直到市场饱

和，一哄而散”。

为打破以餐饮为主的业态，天水西关

古城立足市场需求与区位优势，以天水古

老的历史风物引领塑造天水古城的文化根

基，通过多方合作，打造甘肃沉浸式汉风市

井生活街区，同时，立足天水本地文化，做

好天水古城品牌建设。每逢重大节日，西

关古城通过举办表演活动、开展美食评选、

联合商家推出优惠活动等方式，让游客形

成固定节日必来古城的旅游习惯，还将借

助现有智慧平台，完善游客画像与大数据

决策，让“看不懂”的文物以群众能够看懂

并且乐见的方式“活起来”。

“满足游客需求，靠的是商业。但要真

正留住游客，得避免过度商业化。”相关负

责人说，就西关古城而言，一方面将充分发

掘古城的历史、文化资源，突出文史特色，

打造专属的古城游特色产品；另一方面，在

吸引商家、游客走进来的同时，确保土生土

长的当地人经常来。

天水罐罐茶区级非遗传承人马慧，在

西关古城开了家茶馆。“一年经营下来，游

客不少，熟客更多。”马慧说，见客进门，若

无特殊叮嘱，摆好茶席，端上茶点，按“老样

子”熬罐罐茶，准是没错。

为了避免过度商业化，天水古城还将规

划 6 个公益性展馆，展览工业文化、红色文

化、历史文化等内容，这样不仅带来实物展

览，同时利用声光电、元宇宙等年轻人更乐

于接受的形式和元素传播天水历史文化。

夜 幕 四 合 ，灯 火 初 上 ，游 人 按 下 快

门 ，定 格 西 关 古 城 的 夜 景 。“ 我 们 不 走

‘ 来 得 快 去 得 更 快 ’的 粗 放 式 网 红

路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通 过 合 理 的

业态布局，融入更多人文气息，

打 造 文 化 新 业 态 ，让 古 城 在

保 护 和 传 承 中 实 现 可 持

续发展。

甘肃省天水市西关古城

打造古城文化品牌
本报记者 王锦涛

图①：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古镇景区开展保护性修缮，科学推动古河道保护，展现

历史、人文、生态并重的古镇风采。图为游客参观游览南浔古镇。 陆志鹏摄

图②：位于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院鼓浪屿旧校区的鼓浪屿当代艺术中心，融入美

术馆、剧场等业态。图为一名小朋友观看“中国摄影 40 年”展览。 袁和平摄

图③：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聚焦解决城市中心城区场地不足、形态老旧等问题，

打造城市文化名片。图为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外景。 梁琳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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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是 享 誉 世 界 的 历

史文化名城，文物古迹遍布

城区，历史文化遗产极为丰

富。但是与故宫、长城等著

名景点相比，位于北京中轴

线 上 的 鼓 楼 最 近 备 受 年 轻

人 喜 爱 ，从 清 晨 到 夜 晚 ，总

有 大 批 年 轻 人 聚 集 在 鼓 楼

的红墙下拍照、打卡。古老

的建筑辉映着青春的面庞，

格外动人。

为什么鼓楼会成为网红

打卡地？一个原因是鼓楼所

在的位置浓缩了北京历史文

化的精华：向南是风景秀丽

的什刹海，向北是独具风情

的老北京胡同，向东是商业

繁华的南锣鼓巷，向西是巍

然耸立的德胜门，一片不大

的区域聚集了数十处各类文

化遗产，给人以历史文化扑

面而来的丰富感。而且，鼓

楼并没有脱离城市，生活的

河流在鼓楼周边静静流淌，

不论是清晨的鸽哨还是傍晚

的胡同，不论是慢悠悠的三

轮车还是挤满乘客的电车，

不论是北京小吃还是南北美

食，都在这里汇集。而鼓楼

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

慈 祥 地 看 着 脚 下 的 人 间 烟

火、岁月变迁……在鼓楼，能

感受到北京这座古都独特的历史风貌和生活情

趣，能真正触摸到这座城市的脉搏。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缺乏历史积淀和文

化内涵的城市是苍白而乏味的。只有能激发思古

之幽情、能品味独特文化韵味的城市，才是活生生

的灵动的城市。

曾经，由于在城市建设中一味求新、求大、求

洋，忽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些地方拆毁古建

筑、改造历史街区，不仅破坏了历史风貌，而且割

断了城市文脉，使城市成为缺乏历史感和文化内

涵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建设代价高昂、得不偿

失。我们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有自己的文化审

美，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必也不能处处模仿别

人。中国城市应该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而历史文化遗产正是体现这种特色风格气

派的标志。

随着全社会文化自信不断增强，这种割裂历

史文化的错误倾向得到了遏制。越来越多的城市

把历史文化遗产作为自己的金色名片，在城市建

设中，注意保护古建老街，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同

时，仅在内部做现代化改造，既守护了历史文化遗

产，也便利了群众生活。很多地方更进一步认识

到，不能仅仅对历史文化遗产做盆景式开发，在保

护和利用的同时，必须注意保护当地生活方式，注

重其与周边环境的协调统一，使文化韵味能流动

起来。只有使历史文化遗产融入日常生活，才能

永续利用。

“新”是在“旧”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旧”是

在“新”的发展中得以保存的，“新”与“旧”是城

市发展永恒的主题。只要我们像爱惜自己的生

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处理好城市改

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

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那么古都新

貌、古韵新风就一定能成为增强文化自信的宝贵

滋养，类似北京鼓楼这样的网红打卡地也一定会

越来越多。

历
史
文
化
是
城
市
的
灵
魂

张

贺

③③

①①

②②

文
脉
赓
续

文
脉
赓
续

生
生
不
息

生
生
不
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城乡建设

中，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实

践中平衡好保护和利用的

关系，注重城乡历史文脉

延续，让人们记得住历史、

记得住乡愁。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