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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城，两朝古都，杭州拥有众
多的历史文化街区。

“在彻底摘掉‘美丽的西湖，破烂的
城市’的口号下，杭州从1993年起，决定
每年拆除100万平方米旧建筑⋯⋯大片
历史街区和传统民居群被‘抹平’。”
2007年9月21日的新华每日电讯，这样
回顾当时的拆旧建新潮。

报道接着说，“近年来，杭州市对
‘拆老城、建新城’开始深刻反省。逐渐
认识到，古城的风貌景观之独特价值，
是任何新建筑所不能代替的，名城保护
和城市发展并不对立，完全可以正确协
调起来⋯⋯”

停止“建设性破坏”。决策迅速扭
转。“应保尽保，全面保护！”

科学制定规划。杭州市历史文化
街区（地段）保护规划，是为各历史街区
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依据，并为其发展提
出相应策略。市里建立了市规划与房
管、文物等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
保护规划、建筑修缮等方面的协作。设
立了保护修缮专项基金。媒体后来纷
纷评点说，杭州市规划局、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杭州的每个历史街区我都跑过。
为了搞好古城的保护规划，我们规划人
是没日没夜地加班，大街小巷到处跑，
调查摸底，寻找宝贝，制订规划⋯⋯”刘

晓东谈起那些年艰苦的规划工作，仍然
十分感慨。因为没有规划，保护无从谈
起。

依据多次修编的《杭州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
段的保护是重要内容，须遵循“保护历
史的真实性，保持风貌的完整性，维护
生活的延续性”原则。据此，又制订颁
布了“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
办法”，明确由市规划局等提出街区名
录负责编制保护规划。这对杭城历史
街区的保护，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和保
障。去年 10 月 1 日，“保护办法”上升
为法规——《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和
历史建筑保护条例》，颁布施行。

皇城根下的清河坊历史街区，就是
这样保护下来的。

清河坊是古城传统商贸风貌最浓
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以河坊街为中
心, 包括高银巷、大井巷、太平巷等。
有胡庆余堂、方回春堂等知名商号，以
传统木结构的店铺居多, 呈开放式“前
店后坊”格局⋯⋯

依据规划实施后，清河坊街区成
为杭州古城格局的典范。遵循建筑与
街巷的原有比例、风格，保护优化了建
筑功能，恢复古朴淡雅的传统店铺和
市井风貌。保护恢复了大批百年老
店、专业特色店，集聚了中药、茶、饮

食、古玩和民间艺术等特色文化业态，
人气日旺。2007 年初，成为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这是全国商业步行街中的
唯一！

如今，一色的青石路，明清风格的建
筑，飞翘的屋檐，镂空的窗格，满目古色古
香，有游有购有娱乐。行走其间，古风扑
面，犹如忽然融入了遥远的岁月⋯⋯

“经不懈努力，杭州已公布了26处
历史街区、地段，实施了22个专项保护
规划，以及五柳巷等的5个实施方案。”
市规划局局长张勤说，还陆续编制了
具体的保护规划图则，规范保护实
施。法规和规划的不断制订完善，使
杭州历史街区的保护利用走上了法制
和科学的轨道。

告别拆旧建新模式 强化规划健全法规

——街区保护迈上正确轨道

“杭州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主要
有 3 类：民居街区、风景街区、商业街
区。”作为参与者和见证人，刘晓东与教
授级高工杨毅栋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

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
程，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成功范例。

小河直街位于京杭运河南端，是
典型的运河商埠文化区域。明清至民
国时，为城北的交通枢纽，商业相当繁
华。“下店上坊（宅）、一河两街”格局，
保留着传统建筑风貌和市井民俗风
情。这个杭城“因水而兴”的仅存标
本，在那盛行“拆旧建新”的年代，曾被
划入旧城拆迁改造范围。

时来运转。依据保护规划，“存历
史真实、显风貌完整、体现生活延续和
人文自然融合”。保护整治工程承此
原则，对街区2万多平方米房屋，按“原
模原样、原汁原味、似曾相识”三种类
型进行保护⋯⋯

“更具特色的，是原住民自由选择
回迁。”在国内率先出台“鼓励外迁、允
许自保”政策，鼓励住户搬离，由政府
负责安置、扩面新房；选原地“自保”
的，由政府出资维修住房，完善厨卫设
施；“自保”修缮有经济困难的，由政府
资助。人居面积从 16 平方米提高到
25平方米⋯⋯

“白墙黛瓦外立面，房子还是木结
构，地面还是青石板，后门挨着河埠头
⋯⋯都是熟悉的老房子味道。”回迁的
原居民达 65％，继续倚河而居的“运河
人家”生活，再现了古运河畔的风貌特
色。这个深受各方好评的“活态”保护
街区，作为多方共赢的创举，荣获住建
部“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对于民居类历史文化街区的保

护，则为“存表活里、以用代保”。
湖边邨历史街区，是杭城保留较

为完整的近现代民居，包括湖边邨、星
远里、鸿源坊等街坊及 4 幢独立式别
墅。多为二三层的青砖楼房、石库大
门，环以围墙和大小庭院。由于年久
失修，不少已趋破败，空调外机凌乱，
违建多多。与咫尺之外的西湖美景极
不协调⋯⋯

规划部门与上城区政府因地制
宜，保存外表，改造内部，巧妙诠释现
代生活品质。着重保护原有建筑风格
和街巷院落，拆除了 430 平方米的违
建。研用先进科技改造修缮，优化居
住条件，再现了石库门里弄的建筑风
貌特色。还引进了一家精品酒店入
驻，达到了保护与利用的共赢。如今，

门楣浮雕、清水砖墙、屋顶露台、百叶
窗扇、青石板路等，湖边邨古风依然，
建筑群落透着浓郁的民国范儿⋯⋯

“修旧如旧，规划整治的奇思妙
想，湖边老邨‘复活’了。”

而钱塘江南岸的西兴历史街区，
作为江河的门户、浙东运河之头，保护
规划主要突出“两浙门户”的特色。保
持了老街“前街后河，一河两路，建筑
沿路、河而建”的空间布局，体现了江
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风采⋯⋯

小营巷历史街区的保护，侧重生
活功能性。这个毛主席亲临视察过的
街区，经保护性修缮，保留了清末民初
建筑风貌、民居院落形态；拆除了建筑
风貌极差的公共设施，新建江南古建
筑形式的养老院⋯⋯

因地制宜活态保护 多元主体共建共赢

——成功闯出街区保护新路

“那是 1999 年春，河坊街拓宽改造
工程全面展开。到处是一个‘拆’字，古
街老店在推土机下不断消失⋯⋯在社会
的呼吁中，终于被紧急叫停⋯⋯”

杭州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院长助
理杨毅栋，至今记忆犹新：那时的状况，
有点像“刀下留人”。终于，拉走的材料
被追回来，开始尝试抢救性保护⋯⋯

这是杭州做出的第一个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规划。次年4月8日始，对清河坊历
史街区实施紧急保护，终至“绝处逢生”。

这是划时代的转折点！开创了杭州
历史街区保护的先河。自此，古都街区
的保护开始从点扩展到面。

修复更新后的清河坊，于2002年10
月热闹开街，让人眼睛一亮！至今已成
为古城特色街区的代表，“杭州人常来，
外地人必到”⋯⋯

“河坊街的保护，为杭州留下了一份
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市规划局副局长
刘晓东博士感慨说，历史文化街区是展
示杭州名城的重要窗口，是延续古城格
局和历史风貌的重要载体。这些年来，
杭州持续强化保护规划，坚持“能保则
保、应保尽保”。经有关单位和所在区政
府共同努力，成功实施了 26 处历史街
区、地段的整体保护，恢复街坊肌理古巷
风貌，有效保护了古城“胎记”，传承了杭
州的千年气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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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坊街

“中山中路、思鑫坊、小营巷等 7 处历史
街区保护规划方案，今起在市规划局公开展
示，征求市民意见。”2005 年 5 月 10 日当地媒
体的报道显示：杭州名城保护工作进入全新
阶段；保护规划注重倾听民意民智，科学务实
创新。

中山中路名列 7 街之首，可见其在古城
的分量之重。

南宋以来，南北向的中山路曾是杭城的
主街。中山中路、中山南路，即谓皇城的御
街。周边是杭城历史风貌和民间生活最完
整的片区，历史最悠久、遗存最丰富。街巷
形态、地名体系和字号门店等，都保存着各
个时代的历史、文化和生活信息，“活化的
基因”。

借着皇城大遗址综保工程的东风，中山
中路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了整体规划。在综合
保护与有机更新工程中，整合链接周边区域，
形成以中山路为发展轴线，横贯古城的历史
街区群。

“通过修缮、改善、保留、整饬、拆除等，保
护门楼、鼓楼城墙遗址、建筑界碑、古井等物
质和非物质遗产。传统行业和老字号的保
护，以食品、餐饮、百货、医药行业等为主。”
刘晓东回忆说，规划确定中山路为传统商业
区，集中恢复著名老字号，鼓励在旧址上恢
复各种名店。还原“前街后宅”的古老面貌，
原汁原味的市井生活，活色生香的传统小吃
名点⋯⋯

现今的中山路，历史风貌浓郁。古老的
南宋御街，中国早期的清真寺、教堂，明清、民
国等的建筑，鲜活地彰显着历史的气息。西
洋古典式建筑浙江兴业银行旧址，去年还晋
级为“国保”。

“中山路，一座没有围墙的杭州建筑历史
博物馆，宜居、宜商、宜游的特色文化历史街
区。一步一景间，皇城市井气息扑面⋯⋯”长
期关注古城保护的民间人士点赞说，特色独
具而让他钟情的，还有北山街！

北山街东起保俶路，西至曙光路，面湖背
山，长 2600 米，是杭州城市聚落的发源地。
历史文化渊远流长，文物古迹丰富，近现代建
筑特多，传统文化与近现代文化交相辉映，为
杭州名城保护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2006 年起，按照“三横四纵四主题”的规
划要求，西湖风景区管委会对北山街开展保护
整治。着重维护好北山街历史遗产保护带，葛
岭历史环境风貌带，宝石山、葛岭、栖霞岭名胜
景观带，突出名人史迹、宗教文化、近现代代表
性建筑和自然地质景观主题⋯⋯

动迁居民，拆除违建，修缮建筑，整治环
境，改善基础设施⋯⋯多年努力，成效卓著。
穗庐、玛瑙寺、西博会展馆、秋水山庄、菩提精
舍和静逸别墅等中西式近代建筑，恢复了
历史风貌。进行林相改造，科学合理地保
护了街区整体环境。“整治后的北山街，成
为以秀美山水为载体，以历史文化为灵魂，以
近代建筑为骨架，集自然与人文景观为一体
的历史文化经典街区。”

漫步北山街，左手风景右手历史，步步感
慨步步穿越⋯⋯有文人喟叹：“寻梦迷人的北
山街，是特有情调的快事！”

杭州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类型涵盖广，
文物古迹多 ，地 域 面 积 达 416 多 公 顷 ⋯⋯
刘晓东的博士生导师、著名古城保护专家
阮仪三教授，上月在临海谈到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时，脱口称赞说：“杭州的历史街区
保护做得好！”

综合保护有机更新
务实创新走在前列

——古城名街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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