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来保护和改造古城，初心何在？
所有的工作都有一个内核，那就是为了更宜居，让百

姓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感受到文化和历史的温情。
今年 9 月至 12 月，老莲与青藤穿越时空，在位于绍

兴古城前后观巷历史文化街区的绍兴徐渭艺术馆“相
遇”。“高古奇骇——陈洪绶书画作品展”的展出，吸引了
大批打卡市民游客。

这个漂亮打卡地的“前世今生”，就是其中最生动的
实践。

2020 年 4 月，以徐渭诞辰 500 周年为契机，位于古
城后观巷33号的徐渭艺术馆项目启动。

这个项目不仅包括徐渭艺术馆的建设，更包括了周边
台门活化利用、老旧民居改造等在内的前观巷历史文化街
区改造提升工程，是绍兴古城保护开发的一个巨大挑战。

一年时间内，在速度与力度的背后，是改造带来的周边
居民生活品质与环境空间的双提升。绍兴市文旅集团代建
部经理邱云告诉记者，以项目为依托开展的社区老旧民居
改造工程，真正做进了居民心里。“我们对建筑格局进行了
重新规划，杂乱的管线全部入地，街区居民家排污全部纳
管，小巷道路重新铺装，周边传统风貌改造整旧如新。”

把改造做到居民心里。项目彻底改变了社区内300
多户人家的居住环境。“原来我们这一代传统民居没有抽
水马桶，要去附近的公共厕所，现在装上了，我们得了大
实惠，晚上还可以去徐渭艺术馆前的广场散散步、跳跳
舞。”住在和平巷8号的朱大姐高兴地说。

伴随着改造上新的，还有青藤社区的台门文化。徐
渭艺术馆正对门，是大乘弄12号老台门，通过置换、修缮
后，招引来新业态，摇身一变成了网红咖啡馆和茶馆。“不
少游客逛完青藤书屋和徐渭艺术馆后，顺便来我们这里
喝杯咖啡。”古城创业者潘娇娜以“咖啡+私房菜”的古今
融合风味，赢得一片天地。

今年4月，绍兴地铁1号线一通，古城更加热闹年轻起
来，特别是一批青年创客，为古城文商旅发展注入活力。绍
兴正通过组建古城青创联盟、出台专属奖励政策等方式，加
强对入驻古城青年创业的引导、扶持，促进经济稳进提质，将
千年古城打造成以文创、文旅为业态的年轻时尚集聚地。

古城，不仅是深厚历史文化的积淀地，也是创新活力
的萌发地。

走进书圣故里社区的一条小弄，90后创业人柴言林
的民宿“拾贰朴宿”十分吸睛。“国庆一房难求，旺季订单
满满。”柴言林笑着说，现在许多杭州客人坐着地铁来古
城，旅游火了，民宿的生意也跟着好了。

“古城将成为一个主客共享、温馨宜居、充满创新活
力的城市慢生活体验区。”绍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广
旅游局局长何俊杰说。

眼下，围绕着古城“一城一桥三故里”总体布局，绍兴
正全力推进投资近300亿元的32个文旅项目。各个景区
串珠成链，满城皆景，古城形成了以阳明故里、书圣故里、
鲁迅故里、徐渭故里、周恩来祖居、八字桥、越子城为核心
的历史文化旅游环线，以及府山、塔山、蕺山、环城河的生
态景观休闲环线，实现文化景区和历史街区的点线结合、
三山环河景观带的内外联动，真正打开全城旅游新格局。

带着“不易被模仿”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基因，一个有
文化厚度、产业发展高度，更有人情温度的绍兴古城，正
徐徐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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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古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今后的发展中
要着力把历史文化的厚度打造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高
度，应率先走出“人文为魂、生态塑韵”的城市发展之路，
使古城成为新的文化标识。

首先，要有清晰的保护目标。绍兴这座历史文化名
城、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绍兴的，也是中国
的，是全世界的，为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意义重大，有利
于更好地保护古城，擦亮古城金名片，打造新的文化高地。

其次，要保护和利用好各类历史文化遗产。要整体保
护好绍兴古城，保护好现存的物质文化遗产，修复好城市
的形态和风貌。在城市风貌修复中，要注重用绣花功夫进
行微改造。同时，要传承、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打响古越文化、名士文化、山水文化品牌，展示宋韵文化，
讲好绍兴故事，传播绍兴文化，让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

最后，要优化古城功能，活态保护古城。俗话说，千
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当地的民情风俗，是世世代代的
原住民通过长期的生活习惯积淀而成的，是一种地域文
化，我们要把它传承好，保护好。当然在保护中还要注重
发展，要为这座城市注入更多的活力，为年轻人打造更广
阔的文创空间，让更多的年轻人乐意留下来，使古城中见
人、见物、见生活，有浓浓的烟火味，使古城有长久的生命
活力。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肌
理。

绍兴古城的肌理是纵横交
错的水道，是曲径通幽的街巷，
是星罗棋布的文化遗存。它的
珍贵还在于，这份肌理早在北宋
年间就已经大致构成。

保护和发展古城，首先是珍
惜和擦亮这份肌理。

10月31日，王阳明诞辰550
周年纪念日，历经多年保护开发
的绍兴阳明故里，正式揭开面纱，
为此提供了一个范例。

“修旧如旧。”宾客们感受颇
深。走进阳明故居，历史的厚重感
扑面而来。这种历史感，不仅体现
在建筑外立面上，还体现在脚下。

阳明故里综合保护项目是绍
兴古城更新最大的项目，总投资
约80亿元、规划面积40公顷。为
了呈现考古遗址现场，项目在遗
址上建桩搭筏板，将遗迹的15%
在地面进行展示。现有的阳明故
居，正是在遗址之上建造起来的，
它不仅用于再现伯府历史风貌，
而且是作为遗迹“保护罩”而存
在。在考古遗址不被破坏的同
时，也能让游客近距离观察。

我国著名古城保护专家阮
仪三高度评价绍兴的做法，他
说：“绍兴的历史街区整治做到
了‘整旧如故、以存其真’，重现
价值性，保持真实性。同时，在
保护实施中做到了公众参与，不
是把居住区变成只有商业和旅
游功能的‘空壳’，而是充分考虑
群众的利益，从而留存了活的地
方文脉，体现了生活的延续性。”

回望 40 年，这些原则也是
绍 兴 古 城 保 护 早 早 就 定 下 来
的。1998 年 4 月，绍兴启动第
一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
制，古城开始原封不动被保护起
来。2001 年 12 月，《绍兴市城
市总体规划》和《绍兴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获浙江省政府批
复。其后 10 余年，古城八大片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整治工作
全面开展，面积近 50 万平方米，
投入资金近 10 亿元，惠及住户
约6000户。

俯瞰古城绍兴的肌理，一
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小桥流
水人家的景致，变多了。

如今，绍兴市民发现，仓
桥直街与人民西路交界处的
一段柏油路已改成青石板
路。这是今年“五一”节前
刚改造完成的。1.5 公里

的仓桥直街，现在已全部是青石
板路。仓桥直街有着“绍兴第一
古街”美誉，这里多为清末民初建
筑，保留着40多个老台门。河道、
民居、街坊，恰到好处地勾画了一
个江南水乡。沿街居民说：“原来
的柏油路长20余米，宽约9米，与
仓桥直街的石板路明显不协调，
现在青石板路贯通，能更好地感
受南、北仓桥直街的独特韵味。”

循序渐进，绍兴在古城保护
上发力越发精准。2012 年修编
的《绍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获国务院批复，2018 年，绍
兴完成《绍兴古城保护利用总体
城市设计》。2019 年 1 月 1 日，

《绍兴古城保护利用条例》正式
颁布实施，“一部法规、一个机
构、一项基金、一张清单”的体系
正式形成，从机构、制度、资金、
运作等层面给予古城保护利用
全方位保障。

“这几年，古城开始慢慢变
矮了。”61 岁的老鲁是一名摄影
爱好者，除了拍摄家门口八字
桥、老弄堂的慢生活，他还喜欢
站在高高的塔山上拍古城全貌，
从黑白到彩色，一拍就是 40 年，
眼看着古城在“长高”，儿时的味
道却渐渐远去。

绍兴看到了老鲁的担忧，如
今，古城的天际线，变矮了——
前不久，因与古城风貌肌理不
符，王朝大酒店和新华书店两栋
高楼已完成拆除，北侧的书圣故
里街区豁然开朗。绍兴大厦、震
元堂、原绍兴市府大院⋯⋯这些
彼时的高建筑也已经过降层改
造建成古城入口、名人馆、清廉
馆、气象馆等重要文化设施。

“说古城‘变矮’，不如说古
城‘疏解’更为合适。”在绍兴市
名城办主任徐觉民看来，绍兴
古城内府山、塔山、蕺山三山鼎
峙，高耸的现代建筑挡住了这
些山水的“外形”，隔断了古城
的历史风韵，也隔断了城市的
精气神。这些“疏解”带来了

“质”的变化，一方面，一批行政
事业单位外迁，疏解了非古城
功能；另一方面，部分居住人口
外迁，优化了老城区的人口结
构；而最受期待的，就是以调整
高层建筑、让古城“显山露水”为
主要手段的城市空间格局上的
疏解。

“变矮”的绍兴，擦亮了旧时
古城的美丽肌理，“望得见山水、
记得住乡愁”。

与发展难题较劲40年，绍兴形成独有的古城保护体系

粉墙黛瓦梦 青春有为心
本报记者 陆 遥 孙 良 徐添城

11 月中旬，一个喜讯从
“2022世界智慧城市大奖·中国
区”大会现场传来——绍兴市
申报的“数字孪生赋能古城保
护利用”荣获“复苏创新大奖”。

绍兴人清楚认识到，古城
历尽2500多年，大量的文化遗
存已经沧海桑田，不可能也没
有必要逐一去复原。现代化的
大量设施更是一座城市须臾不
可或缺的。

新与旧，如何共生？浙江
走在前列的本领之一——数字
化，在古城保护和发展中展现
得淋漓尽致。

比如“数字孪生”，就好比
给古城装上了数字大脑。走进
绍兴古城数字馆，一个 3D 全
景的云上“数字古城”映入眼
帘。绍兴古城“数字孪生”系统
将古城 9.09 平方公里的空间
地理范围内的物理现实扫描建
模，构建覆盖古城全域且具备
高精度的三维实景，古城难以
窥见的全貌，一目了然。

在云上“数字古城”，数字
化的“新”和古城的“古”找到了
共存空间。一个虚实结合的绍
兴古城风情画卷、全国首创的
古城全域数字沙盘、VR 全景
虚拟游览系统⋯⋯让人惊叹，
古城还能这样玩？

“我们利用‘数字孪生’概
念‘克隆’了整个古城，构建了
古城信息管理平台，为历史文
化名城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数字
化新路径。”绍兴市名城办副主
任黄夏峰说。

在这里，数字古城早已超
出了一种展示的功能，深深切
入了城市的脉搏，同频共振。

经过“全息扫描”，古城内的
单体建筑、历史街区等都有了云
上的“孪生兄弟”，古城的格局、
风貌肌理，甚至建筑形态与色
彩，都可以真实呈现；城市更新
项目风貌管控场景犹如古城“颜
值”的“数字管家”，空间布局是
否合理、建筑高度是否合适等疑
问，通过它都一目了然，并以此
科学决策建筑的“去”和“留”；不
可移动文物智慧监管场景通过
数字赋能、智慧监管，给了绍兴
古城文物管理人员“千里眼”与

“顺风耳”⋯⋯
聪明的数字大脑替古城搭

脉，演算出更合理的保护方案。
位于古城胜利路的原绍兴

市行政中心建筑高度约50米，

超过古城控制高度，不符合古
城风貌标准。在对其实施降层
改造之前，绍兴利用“数字孪
生”系统，在应用现状图中植入
规划设计方案，通过各个视觉
进行对比、沉浸分析，作辅助决
策。并在降层过程中，通过实
时智能监测、对比和预警，实现
风貌管控“落地跟踪”闭环。

通过已建成的博物馆群与
规划设计模型图对比，可以看
到展现的效果、高度一致，真正
做到了“在虚拟世界仿真，在物
理世界执行”，实现“绣花式”织
补更新。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应用
已辅助重大城市更新项目决策
19 个，规划研究涉及面积 30
多万平方米。

“旅者即居者”，这是绍兴
古城 App开屏页的宣传语，也
是其传递的理念，意思是所有
来绍兴古城旅游的客人，体验
在家居住一样的方便、舒适、温
馨。打开绍兴古城 App，通过
旅游线、服务点、目的地选择，
可以自助玩转古城，享受个性
化线下体验。也可以通过看图
片、看虚拟实景，可从空中看其
在城市中的位置，看其 720 度
全景展示⋯⋯不用到现场，便
可“云上”逛古城。

以更多的数字手段，深入
到城市管理的毛细血管。绍兴
古城 App特别设置了“古城守
护官”模块，依托社工、大学生、
民间工匠、热心市民等志愿者
队伍，在线提交古城风貌、市容
环境、文明秩序等管理问题意
见，建立“巡查发现-在线提
交-任务推送-处置反馈”工作
闭环；设置“幸福古城”模块，探
索“你发现我解决”“民呼我应”
实现智治新模式，真正把工作
的建议、评价权交到群众手中。

走在绍兴古城街头，随处
可见一个个古城故事牌，扫描
二维码，就可查看相应的“遗迹
故事”。今年以来，绍兴市文广
旅游局在古城内选取了百个点
位植入内置影视解说、语音解
说、标识系统解说等故事牌，打
造“古城故事自导式解说系
统”，将绍兴古城打造成为一座
可观、可触、可沉浸的开放式景
区，让发生在绍兴街头巷尾的
历史文化故事鲜活起来。

数字化赋能，让古城的脉
搏更清晰，更具活力。

绍兴人鲁迅有本著名的作品
集，叫做《故事新编》，以白话语汇
和现代思维，重新编写了取材于神
话、传说和史实的古代故事。

“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
用这句书评来形容今天的绍兴，
再合适不过了。

粉墙黛瓦、小桥流水，这是
绍兴的风情；名士之乡、丰厚遗
存，这是绍兴的宝藏。

1982 年，国务院公布全国
首批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绍兴

榜上有名。不知不觉间，到今
年，绍兴在摸索古城保护与利用
中走过了40个年头。

古城“旧”了也“新”了，它既
做着古老的粉墙黛瓦梦，又蹦跳
着一颗青春有为的心。

在与发展难题“较劲”的 40
年里，绍兴积极探索着“古与今”

“新与旧”“动与静”“雅与俗”的
几重关系，在保护中发展，在传
承中创新，并形成了一套独有的
古城保护体系。

变矮的古城
擦亮历史与文化的美丽肌理

智慧的古城
数字化深入城市管理的毛细血管

宜居的古城
生活品质与环境空间双提升

深一度

让古城永葆活力
绍兴古城保护专家 屠剑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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