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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文
全亚军图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
流长。老地名作为城市文化的
载体和标志之一，留存了城市
独特的历史变迁痕迹，唤醒了
城市的悠远记忆。

8月23日起，《首都功能核
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第一
批)》在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
委、东城区人民政府、西城区人
民政府网站进行了为期30天
的公示。北京市首批583处传
统地名被列入保护名录，其中
东城区279处，西城区304处，
大多数位于北京市历史文化街
区。据悉，在即将到来的2022
年，北京市将继续开展首都功
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
(第二批)的编制工作，并适时对
社会公布。

实际上，不只是北京，我国
多个城市也在以实际行动挖掘
和保护城市老地名、留住城市
历史文化烙印。

城市地名
体现人文变迁与观念

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漫
步在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
及周边胡同，感受古老街区的
繁华与魅力。据附近居民介
绍，南锣鼓巷因地势中间高、
南北低，如一驼背人，故原名
为“罗锅巷”。在清乾隆十五
年（1750年）绘制成的《京城全
图》中，此巷才被改称为南锣
鼓巷。

为探寻更多北京城市老地
名、聆听其背后的故事，中国城
市报记者先后来到鼓楼西大
街、帘子库胡同、史家胡同、东
吉祥胡同等地。通过走访，中
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帘子库
胡同所在地原为皇宫储存帘子
之所，故名；全长700米的史家
胡同，至今已在北京城静静留
存了700年，自明朝以来，基本
上没有更换过名字……

对于多数人而言，老地名
是回忆，更是乡愁；老地名有声
音，更有味道。

浙江省舟山市舟山群岛地
名文化工作室编审王建富在接
受中国城市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城市地名包括城市名称、
城市别称和城市的肌理名称。”

在王建富看来，传统的城
市名称及老地名往往蕴含了城
市起源、地理环境、重大事件、
祥瑞希冀乃至重要物产等方面
的深刻记忆。

“了解这些地名背后的内
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

人建城的起源，以及古人对人
居环境的理解与追求。这对新
时期保护城市生态环境，促进
城市有机更新及可持续健康发
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王建
富说，“城市肌理名称，指城市
道路、街巷里弄和城市区片等
名称，这些地名除与城市名称
有大致相同的来源之外，更有
其独特来历。”

众所周知，城市是人类
居住最密集的区域，也是人
类生活最丰富多彩的区域。
城市的老街巷就如同一部部
老电影，以怀旧、斑驳的影音，
记录了城市的起源、变迁和市
井生活。

对此，王建富举例称，舟山
群岛是我国最大的群岛，于唐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始设县
治、建县城；舟山市则为新中
国第一个以群岛设立的地级
市。“历经千年风雨之后，舟山
旧时的建筑多已尽圮废、湮
没，但‘舟山渡’‘状元桥’等地
名，已经融入舟山人的血脉，
成为永远割舍不了的情怀。”
王建富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舟山群岛街巷地名都是当地最
典型自然或人文地理特征的反
映。舟山群岛中“高岭弄”，就
是对城西原有的天然小山丘

“中高岭”的最好见证和纪念。
王建富认为，舟山群岛中，

醒目的自然地理实体相对较
少，遍布的是人文以及人文与
自然相结合的地理实体。舟
山街巷地名更多的是对地理
位置、公宇、建筑、商号、居住
人以及时代特征的刻录——
顺裕弄、裕大弄、恒丰弄、泉大
弄、隆泰行弄等地名，展现了
著名老字号的风采；陶家弄、
竺家弄、向家弄、朱家塘弄、唐
家老街等地名，留存了当地居

住人的历史印迹；解放路、人民
路、聚魁弄等地名，则反映了时
代的特征……

城市老地名展现历史真貌

不难发现，底蕴深厚的历
史文化名城，其传统地名多分
布密集，且历朝历代叠加，使得
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街一
巷、一道一路、一村一镇都焕发
着历史气息及人文气息。

日前，陕西省西安市非遗
保护中心副主任王智在接受中
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
名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
分，若这些名字消失了，对于城
市而言，就如同一个孩子找不
到回家的路。

“黄河有条最大的支流叫
渭河，渭河有条源于秦岭又流
经西安东部的支流叫灞河。这
个‘灞’字在数万中国汉字中几
乎仅用在西安这个地名里。中
国许多地方的地名里，都有一
些专属的字。”王智介绍说，灞
河的“灞”，是“春秋五霸”中的
秦穆公为纪念称霸西戎，特别
改的字。“灞”这个地名背后，蕴
藏了春秋时期的重大事件。

同时，在王智看来，传统地
名是城市在发展和更新的过程
中，留给后人重要的无形文化
遗产。

西安老城北门有个糖坊
街，但当地80岁的老住户说，
60多年来，这里并没有糖坊。
王智便以此地名为切入口，走
访了关中200多个老手艺人。

“调研后我们大致可以推断，过
去这里一定有过糖坊。制糖可
能是最具特色的地标性手工
艺，所以这条街才会以此名
命。”王智说。

在江西省赣州市江南宋城
文化研究院首席专家陆川看

来，城市老地名
的延续性和稳
定性较好地保
存了文化史的
一些本来面目，
同时也为我们
了解、研究城市
文化历史提供
了珍贵的资料。

据了解，赣
州市作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其老城区不仅
保留了大量的宋代城市古遗
址、古建筑，亦有着丰富多彩的
古地名文化。

陆川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赣州在两宋时期商业十分
繁华，所以如今赣州古城区保
留了一些以专业商品经营为
主的街巷名称，如樟树街（专
业经营药品）、棉布街（专业经
营布匹）、纸巷（专业经营纸类
产品）、豆豉垇（专业经营豆豉
调料食品）等等。这类体现分
区功能的街巷名称，较为丰富
地记录了赣州历史上极细的
商品贸易专业分类，勾勒出古
代赣州“商贾如云、货物如雨，
冬无寒土、万足践履”的繁荣
图景。

部分老地名
若落后于时代，应被淘汰

城市老地名作为文化的一
部分，亦有精华和糟粕之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部分城市对粗俗、无文化内涵
的老地名进行了更改，使其更
符合时代特征。例如，北京改
臭水街为秀水街，改母猪胡同、
猪市口、狗尾巴胡同为梅竹胡
同、珠市口、高义伯胡同等。

“不符合时代特征、没有文
化价值的，或没有代表性的老
地名消失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江苏南京地名专家薛光举例
说，南京紫金山在历史上曾有

“金陵山”“钟山”“神烈山”等多
个名字，但沿用最久的还是“紫
金山”和“钟山”，尤以“紫金山”
一名的特征最强——其反映出
该山紫色页岩的特点，且通俗
易懂，所以沿用了1600多年。
因此，类似于紫金山这样的地
方，不恢复其前身老名称，人们
不会感到可惜。

“目前，城市建设日新月
异，旧城改造如火如荼，一个个
现代化城市的崭新面貌陆续展
现在人们面前。因此，景观、街
巷等地的命名也要跟上时代前
进的步伐，体现与时俱进的思
想。诸如‘驴子巷’‘狗耳巷’

‘泥马巷’之类的有历史而无多
少文化价值的老地名是要被淘
汰的。”薛光说，“人们面对一个
个雅俗共赏、规范生动的地名
时，会领略到古老传统与现代
意识交融的美。”

存旧如旧保护城市肌理

在联合国的推动下，许多
国家把保护地名文化遗产作为
推动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例
如，荷兰建立了历史地名数据
库，以保护和研究地名文化；瑞
典在修订《遗产保护法》时增加
了保护地名的内容，国家遗产
保护委员会还专门制作了《地
名与遗产保护法：良好地名做
法的解释与应用》，向地方和地
区部门宣传。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部分
城市如上述的北京等，已着手
推出相关政策对城市老地名进
行认定和保护。近期，南京市
多个老地名重获“官方认证”，
被重新启用；120个老地名被
并列入市级非遗名录……

“地名都是有时代印记的，
地名保护应遵循存旧如旧原
则，尽量多保留少更新。新地
标起名字应多遵循当地人文环
境影响下的起名规律。”王智
建议。

王建富则表示，应该建立
地名文化保护名录，在已经拆
建或者是全新建设区域，尽可
能恢复一些已经在过去废止、
消亡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
值，以及反映当地独特生活方
式的地名，利用传统地名构建
当地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做
到不搞大拆大建、不批量更名、
不轻易更名等，保护好老城的
肌理，依托城市的原生肌理传
承好历史文化。

此外，陆川建议，各地旅游
部门可向游客推广导游配合讲
解地名文化项目，这将起到画
龙点睛的作用，更好地打造城
市地名文化品牌。

留住特色老地名留住特色老地名
城市文脉响回声城市文脉响回声

北京市南锣鼓巷生活景观。

在北京市鼓楼西大街路牌下拍照的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