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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成 果 陈悟宪

“8000 年的文化史，2200 多年的建城
史，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无疑是杭州的‘金字
招牌’。”作为杭城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悄然散落在大街小巷的历史建筑，
见证着城市发展的脉络，记录着杭城发展
的历史，浓缩着各个时代的人文内涵。至
今保存着从吴越到南宋、明、清以来的传统
建筑，多达8000多处，自是名城的一笔宝贵
遗产，是一部印记城市凝固历史的无字书，
因稀缺和不可再生而弥足珍贵。

“杭州的传统建筑风格，可归结为：
三吴都会风范、江南水乡特色、中西交融
风格、东方园林典范。”杭州市住保房管
局巡视员李天太认为，既有历史古都皇
家的大气风范，又有江南民居小桥流水
的朴实无华，更有开放舒展的胸怀，汲取
传承古今中外的建筑风格，无处不透露
出群雄都会的繁华和气势，无处不蕴含
着自然和谐、精致细腻的人文气息，也铸
就了杭州历史建筑“天人合一”、“格古韵
新”的独特风韵。

历史建筑够不上文保级别，得不到《文

物法》的保护。然而一旦失去了，历史文化
名城还存有多少内涵与价值？曾几何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拆毁旧区、拓宽
道路、建设高楼等“拆旧立新”模式，成为城
市建设的普遍做法。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

“大拆大建”的危害性，幡然醒悟。
“拆老房子就是断‘文脉’，必须对历

史负责，保护好这些城市的历史记忆！”
杭州的决策者们觉察得早，觉悟得快，转
而提出了全新的科学城建观。2005 年
起，全面启动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严格
规定对 50 年以上或具有特定历史价值的
建筑均不得拆除，进行“应保尽保、能保
则保，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在全国创造
了多个“率先”。

2004 年底，市政府成立了历史建筑
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住房保障
和房产管理局。次年，在市住保房管局
下设立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中心，负责
全市历史建筑保护利用、修缮整治等的
专业管理与指导。随之，各城区也建立
或明确了相应机构，具体负责辖区内历

史建筑的保护管理工作⋯⋯
健全政策体系，推动有法可依。早

在 2004 年起，杭州市就相继出台了“历史
建筑保护办法”及“保护利用规定”等系
列配套政策。2013 年以来，颁布实施了

“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及其“实施
细则”，使杭州市的历史建筑保护使用进
入了法制化的新时代。

“难能可贵的是，保护条例的创新与超
前。”市住保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说，一是建立了
先予保护制度，对可能具有保护价值的老建
筑从法律上给予优先保护，从补偿机制上对

“建新”与“护旧”这一对矛盾提供了平衡点；
二是明确了各部门职责，严格规范了历史建
筑整修、使用等措施与要求。“在全国范围内，
首次将‘历史建筑保护使用导则’确立在法
律层面，为每处历史建筑的具体保护、使用、
修缮等方面提供技术指导”。

坚持规划先行。在《杭州市城市总体
规划》、《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基
础上，制定了4批历史建筑保护规划图则，
充分发挥规划的先导作用⋯⋯

杭州市住保房管局恪尽职守，开拓创
新，积极探索实施科学有效的保护修缮办
法。从普查入手，摸底调查全市“老房子”，
登记造册，做到保护“零遗漏”。不断拓展
保护范畴、保护类型、保护地域，对可能具
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或纪念意义、教育
意义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实行“先行保护，
再行论证”的程序。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顺应城市肌理，
参考历史档案，注重建筑多样性，因地制
宜、一幢一策⋯⋯市、区两级住保房管部
门通过保护、改善、整饬、拆除、更新、保
留等模式，以实现“活态”保护，存历史真
实、显风貌完整、体现生活延续和人文自
然融合，焕发昔日风采，提升了历史文化
名城的城市品位。

老房子要保护，原住民和产业形态
也应继续。针对原住民的不同意愿，在
国内率先出台了“鼓励外迁、允许自保”
政策，允许自主挑选不同的安置方式。
如愿意搬迁，就可拥有更大更好的住房；
如申请自行保护修缮，就在原地段安置，
根据条件适当扩面；要求“自保”但经济
有困难的，由政府提供资助。小河直街
等的搬迁整治工程中，此政策受到了居
民广泛认可。杭州成功走出了一条多元
主体共建、共赢的保护之路！

用法律保护“城市记忆”

——历史建筑获空前重视

收拾家具、整理衣柜⋯⋯10
年前的 8 月 5 日，孩儿巷 98 号宅

院。住了多年的钱先生及邻居，

搬离这处古宅。“政府听取热心市

民的建议，明天起将进行全面修

缮。”

原来，这古宅颇有来头。据

考证，此处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

的宅基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

巷明朝卖杏花”的名句，就写于孩

儿巷中。现存宅院是一幢晚清民

居。整治修缮前，住有几十户居

民，搭建严重，年久失修，岌岌可

危⋯⋯经专家考察，认定它“是杭

城保存较好的古建筑，具重要的

文物、历史价值”。

修缮重生的孩儿巷 98号，在

总体保护历史建筑的同时，变身

为陆游纪念馆及下城区文史馆，

占地面积 956.7 平方米。以全新

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成为展

示下城区历史名人，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的窗口。

“孩儿巷98号老宅的变迁，是

杭州市保护历史建筑的精彩一

笔！”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党

委书记、局长周先木表示，近些年

来，类似这样的历史建筑，杭州已

保护修缮了280处。对此，国内相

关专家更是赞许有加：杭州对历

史建筑的保护，有独到的认知，独

具的眼光，独特有力的举措，创造

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杭州模

式”，走出了一条“城市保护与更

新”并举的新路！

西湖边，长生路口，青砖黛瓦的里弄式
建筑引人注目。石库门门楣上，刻着“湖边
邨”3字，建于上世纪30年代。门楣浮雕、清
水砖墙、屋顶露台、百叶窗扇、青石板路等，
整个建筑群落透着浓郁的民国范儿。

湖边邨弄堂最深处，便是民国时的
花园别墅“隐庐”。墙面呈“拉丝”状，凹
凸有致，用手一摸很有质感。据说，这种
墙面的技艺早已失传⋯⋯

“修旧如旧，西湖边的老建筑‘复活’
了！”然谁能想到，修缮前这里的破败景
象：住着 90 多户居民，搭了不少违建，墙
面油漆脱落，空调外机凌乱，整个环境跟
西湖格格不入⋯⋯这一切，都是修缮工
程的杰作，凭借的是杭州市住保房管局
的科研攻关、创新发明。

历史建筑保护，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一
项新兴工作，处于探索性阶段，可借鉴的技
术经验很少。杭州市住保房管局不畏困
难，主动作为，锐意创新，广泛汲取社会各
界建议，积极探索创新“历保”工作思路，做
了不少开创性工作。尤其是开展科研攻
关，不断提升保护技术，积累了一整套具有

杭州特色的突破性成果。“隐庐”外墙面的
“拉丝”技术等，就是其中之一。

传统工艺难掌握，传统工艺与新材料
难结合，是历史建筑外墙保护性修复的重
大难题。2012年，杭州市住保房管局与同
济大学合作，进行研究攻坚。终于探索出
有效途径：针对清水砖墙、水刷石、水磨石、
干粘石、水泥拉毛等各类外墙表层，形成了
一套完整的保护、修复流程；提出了外墙表
层修复技术导则，操作性较强。被列入
2013年度省、市建设科研和推广项目。

启动“老旧房屋墙体防潮技术研究”
课题，破解了墙体潮湿的主因，积累了宝
贵经验。业内专家认为：“这种墙体防潮
技术，为江南地区提升老旧房屋居住环
境品质，确保墙体安全提供了可推广使
用的技术支撑⋯⋯”

技术手段的大量创新，为杭城历史
建筑的保护工作奠定了技术基础，使八
成以上的历史建筑实现了“华丽转身”，
在全国树立了行业标杆。湖边邨历史建
筑保护项目，通过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做
了大量细致的修缮，不仅较好地修复了

历史风貌，内部还按照功能进行了合理
更新，大幅提升了结构安全性、保温隔热
性能、配套水电设施、消防预警能力。目
前，该项目正在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

平远里建筑群保护修缮工程，对坡
屋顶、外立面、墙体、楼地面、入口山花、
门楣雕花等部位，按原风貌、原结构和相
近工艺，进行保护性修复。通过系列先
进的保护措施，在保持原始风貌的前提
下，大大提高了建筑本体的防水防潮、隔
音降噪、隔热保温性能，实现了有效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的新突破⋯⋯

历史建筑留下了城市发展的痕迹，
饱含着从过去时代传递下来的信息，是
城市记录的真实载体，文献记载无论多
么动人有趣，在客观上都比不上历史遗
存的真切实在。从 2005 年开始，市住保
房管局针对历史建筑的独特性，孜孜以
求，实现着“城市记忆”的承载与存留、拯
救与更新、追溯与见证。

“九星里历史建筑群，建于上世纪 20
年代，总建筑面积约 1900 平方米，是典型

的里弄式民居建筑。”杭州市历保中心
副主任朱立民说，在开展整治清理建筑
外部杂乱管线，增设卫生设施，实行白蚁
防治等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还为住户
开通管道煤气，配备消防设施。“2012 年
底，在外过渡的 20 多住户喜洋洋回迁，这
无疑是对‘历保’工作的肯定。”

梵天寺遗址建筑群，建于民国时期，
为省军区后勤部六一幼儿园所在地。立
足历史建筑真实性、风貌完整性以及最
低干预度，采用传统工艺修复了历史建
筑内外风貌，检修加固原有木结构，更新
改造杂乱水电管线，增设了卫生间、楼梯
等必要设施，较好地满足了幼儿园教学
使用功能需要⋯⋯

至今，市政府公布的 336 处历史建筑
保护单位中，已有八成以上得到了精心
修缮和保护，重新焕发昔日风采。而且
由于保护出色，省电话局旧址、蒋宅等 20
处上升为市级文保，叶汉祥过塘行、俞任
元过塘行等8处被列入全国文保。

“保护历史建筑、传承杭城文脉是一种
历史责任，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杭州市住保
房管局表示，他们将继续秉承“保护第一、应
保尽保”理念，“积极保护、有机更新”，慎始
敬终、善作善成，保管好杭州的历史建筑，延
续古城文化的“基因”和“遗传密码”⋯⋯

以创新提升科技水平

——杭州“历保”树全国标杆

清波桥河下近代建筑群(修缮后)

中山中路18、18-1、20号商业建筑(修缮后)中山中路18、18-1、20号商业建筑(修缮后)

湖边邨建筑群湖边邨建筑群
坐落于邻近西湖的长生路南侧，面积约1623.5平方米，是杭州建造较早的新式石库

门里弄建筑。既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出山封火、门面挂落、出檐马头和庭园水井，又巧妙地融
合了欧式建筑的门楣浮雕、清水砖墙、屋顶露台和百叶窗扇，精致、大气、秀美。

2012年启动保护修缮，采用国际先进技术进行墙体防潮、外墙修补、内墙加固、白蚁防
治等。不仅较好地修复了外部风貌，内部还进行了合理更新，历史建筑的结构安全性、保温
隔热性能、配套水电设施、消防预警能力等均大幅提升(上右图)。

逸云寄庐
又名“逸云精舍”，坐落于“平湖秋月”孤山路口，约建于1927年，多开间3层楼中西

合璧式花园别墅(上左图)。飞檐翘角，琉璃黄瓦，庭院内有假山鱼池、观景石亭。主楼外
墙面为黄色水泥拉毛，正立面有8根爱奥尼克立柱，地坪为水磨石，转角楼梯、雕花扶手、
护墙板、门窗、线脚等做工十分考究。现为老干部活动中心活动室，整体风貌保存完好，
成为白堤岸边一道独特的历史景观(上右图)。

历史建筑保护树范例历史建筑保护树范例
科学保护探新路科学保护探新路 合理利用传文脉合理利用传文脉

：：

永泰百货店旧址永泰百货店旧址（（修缮后修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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