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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

和风景名胜区宣传展示之

杭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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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与风月，最忆是杭

州；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

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

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

图画；十万家烟火，尽归此

处楼台⋯⋯

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

赞美、描绘的都是杭州。

杭州，素以湖光山色、

风景秀丽著称于世。“依江

带湖”，“三面云山一面城”，

这独特的人文景观风貌，迄

今依然⋯⋯

杭州，华夏文明发祥地

之一，中国七大古都之一。

古往今来，“其为书，处则充

栋宇，出则汗牛马”，浩如烟

海。百度一下“杭州”，跳出

的条目内容难以计数。无

论城乡，大概少有不知道杭

州的；关于杭州的“名”与

“美”，或许都能说出个一二

⋯⋯

杭州，“人间天堂”。“天

下谁人不识君”，又有几人

不喜爱？！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

今日之古都杭州，历经悉心

保护，更是在不断向上提

升 ，与 日 俱 增 着“ 名 ”与

“美”。这颗地球上的绝色

明珠，华夏少有的“双世遗”

城市，历久弥新，愈发璀璨

夺目⋯⋯

文 成 果 陈悟宪

：承文脉留记忆谱华章

杭州，一部厚重而精美的大书。
中国古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杭州拥

有8000多年前的跨湖桥文化，5300~4000
年前的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史前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被誉为东
方文明的圣地。

杭州有记载的历史已有 2200 多年。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 222），在灵隐山
麓设县治，为钱唐县。这是杭州最早的
建制。隋开皇九年（公元 589），改钱唐郡
为杭州，杭州之名由此而始。大业十一
年（公元 615），依凤凰山筑州城，这是杭
州史上第一次建城的记载。由于京杭大
运河的开凿，作为运河南端的杭州，一跃
成为“东南第一郡”。至隋末，已成珍异
所聚、商贾辐辏的大城市。

唐李泌任刺史时，引西湖淡水入城
内，置 6 个出水口，俗称“六井”。使居民
摆脱咸水之苦，生聚日繁，杭州中心开始
逐渐从钱塘江边移向西湖之滨。后又有
刺史崔彦开外沙、中沙、里沙3河，以防治
潮水，开拓东城。自此，奠定了杭州以中
河为南北轴线，“倚江带湖”、“三面云山
一面城”的城市格局。

梁龙德三年（公元 923），吴越国王钱
镠建都杭州，成为“五代十国”之一。杭
州始为帝王之都，繁华一时。钱镠对杭
州城垣大加扩展，因其南北展、东西缩，
于是有“腰鼓城”之称。

吴越时倡佛教，在杭城内外、西湖四
周修复、兴建了不少寺院宝塔，如灵隐
寺、净慈寺、昭庆寺、六和塔、保俶塔、白
塔等。故杭州又时称“佛国”。

宋时，杭城空前繁荣显赫。苏轼任

知州时，贡献良多。组织民工开掘葑滩，
用湖中葑泥筑起横贯南北的长堤，人称

“苏堤”。苏轼和白居易一样，留下了许
多歌咏西湖的名篇。“杭州巨美，得白苏
而益彰。”从北宋起，杭州就有“东南第一
州、地上天宫”的美誉。

高宗赵构南渡杭州，改杭州为临安
府。南宋建都杭州后，依水势地形，建起
南跨吴山，北临运河，东南依钱塘江，西濒
西湖的宏伟都城。从皇宫和宁门向北至
武林门，为纵贯府城的御街（今中山路），
亦称“天街”，店铺林立，繁华异常。皇城
建在凤凰山东麓，别具一格。还在西湖四
周和城里大造行宫御园，水阁别馆，“一色
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元初，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杭州，赞之
为世界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元末，张士诚自称吴王重建杭州城垣，
把宋之九曲拉直，仅留一曲。设陆门6座，
水门5座，成为明清两代城垣的基础。

民国成立后，相继拆除了湖滨的旗
下营（满城）和清波、涌金、钱塘城门及附
近城墙。自此，城市与西湖融为一体，城

湖合璧，相互依存、协调发展。1927 年置
杭州市，为杭州置市之始。

1949 年 5 月 3 日，杭州解放。为浙江
省省会。

杭 州 素 以 湖 光 山 色 ，风 景 秀 丽 著
称。城西“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
颗珠”，是举世闻名的西湖风景名胜区；
城南“一江流碧玉，两岸染红霜”，壮丽的
钱塘江依城而过；城北和东北面，为杭嘉
湖平原，沃野千里。吴山、宝石山一南一
北锲入市区，遥相呼应，与城市、湖面构
成了极其优美的城市空间轮廓线⋯⋯

“依江带湖”，“三面云山一面城”。
大美的城市格局，以五代吴越国西府的
腰鼓城，和南宋依水而建的传统城市格
局演变而来。道路系统基本按经纬制规
划，御街中山路为主干道，全城规划的主
轴线。城内水路交融，格局严谨又自
然。今日环城东路、环城西路、环城北路
及湖滨路、南山路，基本上是元明清的府
城垣遗址，云居山地面尚存城墙遗址。
京杭大运河及中河、东河和护城河等主
要河湖水系，至今犹存⋯⋯

作为两朝都城，文化之邦，杭州文化
璀璨，积淀深厚。从新石器时期后期开
始，杭州先后出现过极具特色的良渚文
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和明清文化，形
成了完整的文化发展系列。文风鼎盛，
名人辈出，孕育和荟萃了众多贡献卓越
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民族英雄、忠
臣义士、贤明州官和能工巧匠，为杭州留
下了一篇篇光耀千古的华章⋯⋯

历史文化街区众多。小营巷、思鑫
坊、湖边邨、小河直街、清河坊、北山街、中
山南路及留下等历史街区，兴安里、平远
里、惠兴路、中山中路、武林路、梅家坞和
大兜路等历史地段，无不年代久远，尽显
繁华盛况。每一处都是丰厚的历史一页，
古城发展的重要环节，社会发展的物证。

历史文化遗存十分丰富。物质遗产
和非物质遗产、名胜古迹众多，每个时期
都有辉煌的印记。拥有岳飞墓（庙）、六和
塔、飞来峰造像、闸口白塔、胡庆余堂、良
渚遗址、临安皇城遗址、西泠印社等国家
级重点文保单位39处，龙兴寺经幢、雷峰
塔遗址等省级文保74处。已公布历史建
筑336处，工业遗产90余处。非物质文化
遗产精彩纷呈。有西湖传说、梁祝传说、
白蛇传说；江南丝竹等传统音乐，杭州评
话、小热昏、杭州评词等曲艺；张小泉剪
刀、西湖绸伞、龙井绿茶与蚕丝织造及制
扇等传统技艺，精湛绝伦，名闻遐迩⋯⋯

1982 年，杭州成为国务院首批命名
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次年，成为全国
首批重点风景旅游城市。2011年和2014
年，西湖文化景观与中国大运河先后列
入世遗名录，杭州成为“双遗产城市”。

“文明圣地”丰富遗存 “地上天宫”独特格局

——世界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文明圣地”丰富遗存 “地上天宫”独特格局

——世界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灿烂的史前文化，辉煌的两

朝国都，独特的城池格局，丰富的
历史文化遗存和浓厚的文化内
涵，在这个“天堂”里留下了异常
厚重的积淀和印记，令杭州魅力
无穷。历史文化积淀是杭州的

“根”与“魂”，都是杭州之所以为
国家级名城的祖传珍宝，不可再
生。

回溯历史，杭州的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工作，21 世纪前夕应该
是一条分界线。

此前的一些年，杭州也是重
视保护，且做了不少努力。尤其
是成为首批国家级名城后，更是
做了大量保护工作。

诚然，这并非尽如人意。“尤
其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面启
动旧城改造，为着彻底摘掉‘美丽
的西湖，破烂的城市’这顶帽子，
从 1993 年起，决定每年拆除 100
万平方米旧建筑，同时配套建设
新住宅 120 万平方米。大片历史
街区和传统民居群被彻底‘抹
平’。”2007 年 9 月 21 日的新华社
每日电讯这样说。

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陋街
小巷变成了现代大道，摩登高楼
取代了矮旧民房，现代建筑挤进
了西湖风景区⋯⋯收获了高楼大
街、改善了居住条件的古城，也损
坏了不少文化遗产和旧城格局、
城市文脉。有识之士疾呼：“杭州
越来越不像杭州了！”

杭州开始从弯路中觉醒。决
策层对“拆老城、建新城”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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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协调起来。缺乏城市保护规
划，是付出惨痛代价的根由所在。

“‘建设性破坏’，那是非常遗
憾的一页。”杭州市规划局副局长
刘晓东博士，回忆这段时光，显现
出无奈而痛心，愿望是好的，但方
法出错了！诚然，任何事物的认
识都有个过程。杭州的觉悟还是
比较早的。

刘晓东，著名古城保护专家
阮仪三教授的博士生。自上海同
济大学毕业后，进入杭州市规划
系统工作，即与名城保护结下了
不解之缘，从经办人干到副局
长。说起杭州古城的保护历程，
如数家珍。

“明显的转折点，是在 1999
年。”这年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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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
院（下称“市规划院”）的院长助理
杨毅栋，与刘晓东同为当时的见
证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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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事情，在社会上震动很大。

绝处逢生。2000 年，杭州出
台第一个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 清 河 坊 历 史 街 区 保 护 规
划”。4月8日始，依“修旧如旧”原
则，按原有风貌和历史肌理，进行
保护修缮。2002年10月，既旧又
新的河坊街热闹亮相，以其“南宋
余韵、市井风情”一举轰动。至今
已成为古城特色街区的代表，“杭
州人常来，外地人必到”⋯⋯

以河坊街的保护为契机，杭
州进入了全面保护古城历史文化
遗产的轨道。

决策迅速扭转。理念革新思
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管
理者最重要的职责，保护历史文
化遗产是最大政绩，保护历史文
化遗产就是保护生产力，保护历
史文化遗产的投入是回报率最高
的基础性投入，保护和发展‘鱼’
与‘熊掌’可以兼得，保护历史文
化遗产人人有责”⋯⋯进入新世
纪后，市委、市政府创新性地提出
了一整套名城保护理念。亮出坚
定决心：路可以明天修，房子可以
后天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必须
今天干，当好名城的薪火传人。
强调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
建设必须服从保护的需要。

“保老城、建新城”、“两疏散、
三集中”，“城市东扩、旅游西进，
沿江开发、跨江发展”，重大决策
次第推出。把保护的重点放在老
城区、西湖、西溪、运河，把建设的
重点放在新城区；疏散老城区人
口和建筑，推动企业向工业园区
集中、高校向高教功能区集中、建
设向沿钱塘江新城区集中，努力
实现名城保护与城市化推进“双
赢”⋯⋯

名城保护，量大面广内容庞
杂。首当其冲的，便是规划。有
了科学规划，即可“按图索骥”，遵
照实施。艰巨的任务自然落到规
划人身上。“规划先行，我们要尽
到历史责任；科学规划，应保尽
保，是规划人的职责所在！”刘晓
东说。

结合新修编的《杭州市城市
总体规划》，经市规划局、市规划
院会同市园文局几年的调查研讨
编撰，《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终于 2003 年 9 月正式出台。
作为名城保护与建设的依据和法
定文件，“这个规划，我们已经等
了整整 21 年了！”时年 74 岁的评
审组专家毛昭晰教授感慨不已。

“高瞻远瞩，对历史负责，解
决好名城保护与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古城风貌保护与旧城改造、
保护与利用、长远利益与近期利
益的关系；进一步揭示杭州的历
史文化内涵，重点保护好城市环
境风貌和文物古迹，促进旅游业
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把杭州建设
成为具有古都魅力和地方特色的
现代化国际风景旅游城市。”规划
的指导思想确实颇有高度和远

见。这年的5月6日，《浙江日报》
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就此进行了
专题“关注”。

随着保护工作的次第展开，
“市规划局等相继组织编制了一
系列保护专项规划，涵盖历史文
化街区、文保单位、历史建筑、工
业遗产、老字号、党史胜迹等一系
列保护规划，形成了完善并具有
杭州特色的保护规划体系。”市规
划院院长龚正明说，仅仅专项规
划就多达70余个！这在国内是不
多见的，而且不少规划开创了全
国先例——

出台了全国首个老字号保护
规划，挖掘、整理并保护了胡庆余
堂、孔凤春香粉店、万隆火腿店、
张小泉剪刀、西湖绸伞等近百家

“老字号”商号（建筑）；在全国率
先提出“教育遗产”概念，并将教
育遗产（校园建筑）、古树名木甚
至古井等进行了保护，编制了专
门的保护利用规划，给市区的古
树、名木、古井上了“户口”；工业
遗产的保护更是走在全国前列，
杭州规划保护的经验做法，由中
国城科会名城委总结提升为著名
的《杭州共识》，在全国推广⋯⋯

告别拆老城建新城 决策扭转规划引领

——古城保护进入正确轨道

史前文化两朝国都堪辉煌 科学保护合理利用绽神韵

《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的面世，其意义是具时代性
的。

明确了保护的六大方面，即
名城整体层次上及文物古迹、历
史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重要历
史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利用等。保
护的重点是：旧城环境风貌，西湖
风景名胜区整体环境，文物古迹、
历史文化街区及其环境⋯⋯

“期间，杭州市专门成立了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委，设立了名城
保护专项资金。6 个老城区的文
保管理机构相继建立，调整提升
了良渚遗址和西湖风景名胜区的
管理体制。”市规划局局长张勤介
绍，与《保护规划》同年出炉的，还
有经大规模文物普查和复查后编
制的《杭州市拟保护历史街区、历
史建筑清单》⋯⋯

大规模、立体化和急救式的
“保护之战”，扎实有序展开。相
关各方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攻坚
克难，努力复原杭城绚丽和凝重
的历史遗存。“已累计投入资金达
数百亿元，对历史文化遗产实行

‘应保尽保，能保则保’。古都杭
州，真正进入依规保护、严格保
护、科学保护的新时代！”

——“点”的保护。包括文保
单位、历史建筑、老字号的保护，
保护范围从古建筑、老房子，拓展
到工业遗产、校园遗产等，将保护
与利用相结合。先后重点保护了
291 处国家、省、市级文保单位及
186 处市级文保点。公布了 336
处历史建筑，重点修缮了胡雪岩
故居、玛瑙寺旧址、孩儿巷 98 号
民居等 280 处历史建筑。集中保
护了老字号集聚的清河坊、中山
中路、大井巷及湖滨地区等，恢复
老字号的功能和布局形态。出台
优惠政策扶持老字号发展，形成
传统的商业和文化氛围。综合保
护了 5000 处以上有价值的老房
子。探索创造了独特的“保护优
先、改善为主，鼓励外迁、允许自
保，项目带动、搞好结合，上下联
动、形成合力，多元筹资、共同负
担”的先进经验。

有效保护了 69 处、面积达 50
万平方米工业遗存。经重新定
位，以其崭新的时尚气息、先锋姿
态，成了招商引资的资本，新的经
济增长点。杭丝联、蓝孔雀、双流
水泥厂和长征化工等区块，华丽
变身为丝联 166、LOFT49 文创产
业园、凤凰创意国际和西岸国际
艺术区等各具特色的新兴产业创
意园，焕发了蓬勃生机⋯⋯这“一
揽子”的大保护，被称为“奇思妙
想”的杰作，令杭州成为中国工业
遗产保护的典范。

浙大华家池校区西斋、神农
馆，杭高教学楼、图书馆和杭铁中
3号教学楼等59处老建筑，被列为
杭州教育遗产保护名单。杭师大
玉皇山校区等的保护利用，为校
园遗产保护树立了一个新标杆！

——“线”的保护。重点完成
了小河直街、中山路（南宋御街）、
湖边邨、小营巷、北山街和西兴老
街等 27 个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
段的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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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整治了京
杭大运河、护城河、中东河水系景
观长廊等，保护了沿河的历史文
化遗产。改善更新了上千条背街
小巷，使数百万居民生活得到了
改善提升。小河直街街区保护项
目和中山南路综保工程，先后荣
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始自 2002 年的运河综保工
程，将运河保护与改善人居环境
相结合，让遗产保护真正惠及于
民。先后完成“一馆二带二场三
园六埠十五桥”、“一廊二带三居
四园五河六址七路八桥”、“一寺
一厂三区三馆五街九路”、“一桥
一碑二街三园四居六路”等运河
系列景观的保护和恢复，形成杭
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特色历史
街区、香积寺、运河天地、浙窑公
园、塘栖古镇等重要节点，修复了
人文生态，为大运河成功申遗作
出了积极贡献⋯⋯

——“面”的保护。重点对西
湖、西溪、良渚及南宋皇城大遗址
等，实行了持续的综合保护工
程。历经 10 多年的西湖综保工
程，共恢复、重建、修缮历史文化
景点 180 多处，实施“西湖西进”，
恢复水面0.9平方公里，极大地丰
富了“西湖天下景”的蕴涵，显著
提升了西湖的历史文化品位。并
且将西湖保护和免费开放相结
合，还湖于民。“圆了 300 年前‘一
湖、两塔、三岛、三堤’的全景之
梦，形成了‘东热、南旺、西幽、北
雅、中靓’新格局，延续 2000 年的
古老西湖实现了新生，为西湖顺
利申遗奠定厚实基础！”

良渚古城遗址的综合保护稳
步推进。尤其是去年底省政府批
准“良渚遗址保护总规”以来，保
护范围扩大到 42 平方公里。坚
持遗址保护与城乡可持续发展相
结合，保护、开发、利用工作成果
丰硕。这个中华民族的瑰宝，可
望成为杭州的第 3 个世界遗产

⋯⋯
——“城”的保护。着重保护

了杭州老城区“腰鼓城”布局结
构，“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空
间轮廓线。遵循《保护规划》，全
力保持了景城结构，即西湖风景
名胜区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名城整
体格局，保护了道路与南北向河
道平行构成的水陆交融的旧城格
局。还重点进行了“四个保”：

保护了河湖水系，以与城市
发展密切相关、在历史上发挥过
重要作用的河湖水系为重点保护
目标，保护京杭大运河、中河、护
城河、上塘河等水系；保护了旧城
中轴线——中山路；保护了传统
街巷，中山中路辟为传统商业街，
大井巷辟为药业一条街，河坊街
为地方特色街，元宝街、小营巷作
为旧城典型居住坊巷，北山街为
近代建筑保护区，湖边邨、思鑫坊
为近代民居保护区，均已获得可
喜的保护和利用；保护了凤山水
城门、云居山城垣门等城垣遗迹
⋯⋯

值得一提的，还有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凡是列入国家非遗
名录的，能单独建馆的单独建馆，
不能单独建馆的在非遗展示中心
集中展示”。抢救性保护了白蛇
传等 90 项非遗，先后建成开放了
西湖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等 100
多座博物馆、陈列馆、纪念馆、艺
术馆，漂亮地保护了杭州独特的
文化记忆⋯⋯

“这些年来，杭州实施了一系
列保护项目，形成了‘以点为基
础、以线为纽带、以面为突破、以
全城保护为目标’，点线面结合全
面保护的多层次、全方位、完善的
保护体系，建立了历史文化名城、
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文
保单位、历史建筑等多层次的保
护框架。突出南宋皇城文化、吴
越文化、良渚文化的发掘与展示，
保存历史风貌和改善环境并举，
保护和利用相结合。”一些权威媒
体曾多次进行报道，高度评价杭
州：建新城、保老城，老城传承古
韵，新城壮观气派，走出了一条杭
州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之
路。

依规保护全面推进 应保尽保传承古韵

——科学保护创造“杭州经验”

徜徉在古运河畔，俯仰所见，
即是传统风貌的古街老宅、寺院
博物馆、河埠古桥梁⋯⋯古色古
香，成片成区，相得益彰。漫步在
中山路上，感受宋时风情，寻觅皇
城根下古韵，怀旧畅想，幽思翩翩
⋯⋯昔日繁华异常的区域，如今
无一不是杭城厚重的“金名片”！

“大气大美大方，古城保护的
成果之巨，可从西湖、运河成功列
入世遗来佐证！”闲坐于湖滨的咖
啡厅，聆听着外来宾朋的夸赞，老
杭州们难掩自豪与欣慰⋯⋯

诚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
篇大文章，难文章，也是大华章。
具体的保护过程是艰难的，曾遇
到过不少的阻力⋯⋯18 点多才
下班的刘晓东，日前终于坐在我
们面前，回首以往仍不胜感慨：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随着保
护利用的综合效益显现放大，社

会上业已形成共识与合力，产生
了积极效应。借用国内专家的话
说，是创造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的‘杭州经验’。”

“杭州经验”，首先在于探索
形成了一套符合杭州实际的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有机更新、
积极保护”。在这个科学理念指
导下，把城市作为一个生命体来
对待，以有机更新替代“大拆大
建”的改造模式，坚持“以民为本、
保护第一、生态优先、文化为要、
系统综合、品质至上”等的原则，
传承历史、面向未来，大力推进城
市形态、街道建筑、自然人文景
观、城市河道等的有机更新；以保
护为目的，以利用为手段，通过适
度利用实现真正的保护，形成保
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进而落实

《威尼斯宪章》所倡导的“为社会
公用之目的使用古迹永远有利于

古迹保护”。
“杭州保护老城、建设新城，

新城老城相映成辉，是现代城市
的典范。”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故宫
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博士，中国名
城学委会顾问汪志明等权威名城
保护专家，上月在临海考察时评
论说，西湖周边和三面云山景观
格局等的保护，堪称奇迹⋯⋯

有机更新积极保护 两获世遗各方赞赏

——保护结合利用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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