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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共存的河与城

如果有人问，绍兴，因何而兴？水，
一定是重要答案。

人们都说“一部绍兴史，半部治水
史”，在绍兴历史中，一代代先贤兴利除
弊、广浚河道、筑堤建闸、励精图治的故
事，说不完、道不尽。

最有名的，当属范蠡的创举。根据
国家文物局日前发布的通报，绍兴古城
内的稽中遗址考古发掘出距今约 2500
年的大型建筑基址，为探寻越国都城提
供了重要线索。据史料记载，公元前
490年，越王勾践命大夫范蠡筑城，先筑
小城（勾践小城），后筑大城（山阴大
城），有小城“水门一”、大城“水门三”，
城内河道经水门，与城外“山阴故水道”
等河道连通，构筑起古城河道的基本框
架。

范蠡主持疏浚的山阴故水道，被后
世认为是其智慧的一大体现。当时，山
阴故水道的航运功能，在帮助越国反败
为胜时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这一水利
工程后来也被认为是浙东运河最初开
凿的部分，其历史价值可见一斑。

在历史推进中，越人治水的故事从
未中断。直至现在，我们看到，9.09 平
方公里的绍兴古城，以浙东运河、天然
河流、湖泊为基础，经人工疏挖整治，最
终形成了“河道错若绘画，自通渠至委
巷，无不有水环之”的水系格局。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绍兴古城
探究发展之路时，追根溯源，深挖运河
文化的精髓，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这几年，运河与古城变得更为密切
了吗？

绍兴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要
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
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水利相关专家也认为，要推动大运
河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让老百姓能够更好
地受益于大运河，从大运河中汲取营
养、获得审美、陶冶情操，更好地助推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

对此，古城正在交出自己的答卷。
“运河文化是时代的、大众的，需要在活
态保护、传承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利用，让运河沿岸人民共享成果。”越城

区委主要负责人说。
为了让运河文化可观、可感、可触，

这几年，绍兴已做不少尝试。建设运河
园区，做起运河文旅、文创、文博的文
章，是探索之一；以迪荡湖为核，推出运
河水上精品游线，打造文旅融合新爆
款，是探索之二；以浙东运河为脉，推进
运河片区特色联动，创新开发运河茶
市、运河诗会、画舫巡游等活动，增强游
客体验感、生活味，是探索之三⋯⋯不
久之后，以“河城共生”为主题的保护利
用项目也将不断上新。

河与城的故事，未来将更值得期
待。

双向奔赴的城与人

80 后绍兴创客章森标早些年在外
打拼，2022 年，他回到家乡绍兴，在仓
桥直街开了一家市隐咖啡店。他喜欢
给客人讲绍兴文化故事和自己的创业
经历。“去过不少城市，还是绍兴给我的
感觉最好。这几年，这座城市的包容度
也在提升，年轻人在这里可以有所作
为。”

奔向古城，成为如今许多年轻人的
选择。近年来绍兴推出“古城青年创
客”项目，出台扶持、激励青年创客政
策，用真金白银鼓励更多青年来古城闯
荡。目前，入驻古城的青年创客已有
580 多位。他们青睐这座城市，是因为
古城已为他们搭好了舞台。

这方舞台上，有秀美风光。在“一
城一桥三故里”的城市脉络中，无处不
蕴藏着浓郁的江南水乡风韵。这里有
小桥流水人家，有粉黛白墙乌篷，有老
民居古建筑，在此生活创业，自带一份
天然舒适感。

这方舞台上，有浓厚底蕴。25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绍兴走出了数不胜
数的名人大家，王羲之、陆游、徐渭、蔡

元培、鲁迅⋯⋯他们留下的诗篇、巨作
和精神，成为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为
后人留下宝贵财富。

2019 年，绍兴颁布实施了《绍兴古
城保护利用条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
起“一部法规、一个机构、一项基金、一
张清单”体系，建立起“法制保障、政府
带动、社会参与、智库支撑、数字赋能文
商旅融合”为内容的古城保护“绍兴模
式”。依托多项举措，绍兴古城独特的
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得以完善保存，厚
重的历史文化遗产日久弥新，成为青年
创新创业的不竭创意来源。

这几年，绍兴还依托这些文化资
源，引育重点项目，探索文商旅深度融
合高质量发展之道。徐渭艺术馆、阳明
故里、孑民图书馆、北纬30°展示馆正成
为新的文化地标，在社交平台成为年轻
人热衷的打卡地；迎恩门水街、古城北、
风越里等商业综合体的落地，为青年创
业提供更多载体；全城推出 10 余条经
典研学游线，2023 年绍兴成为“中国研
学旅游目的地·标杆城市”，这又为青年
创客们带来更多机遇。

尤其是，为了实现宜居宜业的目
标，这几年，绍兴还积极推动古城 119
个老旧小区改造，开展街巷社区环境整
治和公共服务设施改造，无论是本地人
还是外乡人，身处古城，总能获得满满
幸福感和归属感。

城与人，也于此实现双向奔赴。

道一道古城烟火气

仓桥直街的夏日夜晚，热闹非凡。
几位老居民吃过晚饭，摇着蒲扇在街口
纳凉。已是晚上9时，街上的小吃店、文
创店里依然客人不断。“这几年，这条老
街的名气越来越高了。”居民们常常感
慨。老绍兴的烟火气，在此慢慢升腾。

回想上世纪末的仓桥直街，许多老
住户还觉得眼前的变化不可思议。彼
时 ，这 里 不 少 房 屋 破 旧、设 施 薄 弱 。
2001年3月，绍兴启动仓桥直街保护修
缮工作，遵循街区生活的延续性，在尽
量留住老居民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提
升。在坚持“非必要不迁出”的理念下，
经保护与整治后的仓桥直街，至今仍保
留了 800 多户居民和 43 座重要台门建
筑。2003年9月，仓桥直街获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

20年多来，仓桥直街又接续完成环
山河生态治理、沿街景观亮化和步行街
段设置、业态提升优化等工作。在今年
3月的全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传承工作现场会上，“仓桥经验”得到推
广，成为又一张绍兴古城保护的金字招
牌。

留住古城烟火，以此带动城市经济
文化发展，这是近年来绍兴在探索古城
保护和发展路径上的一大坚持。这几
年，绍兴的古城保护模式已经从“拆改
留”走向“留改拆”、从“分散保护”走向

“整体保护”。
通过古城基础设施的微更新、街巷

社区环境整治，八大历史文化街区焕发
新貌。如今，走在书圣故里、阳明故里、
鲁迅故里三大片区，老式居民楼中开起
新式商铺，居民与游客共享古城保护与
发展成效。而从迎恩门到都泗门，水景
与街景相结合的休闲消费风尚又在老
城区内带来新式体验。

各类文化遗产也得到有效保护。
通过成立专家委员会、编制名城保护规
划、建立保护名录等方式，让古城保护

“不走形”；通过开发古城信息管理系
统、建成古城数字馆、上线“绍兴古城”
APP 等形式，实现古城保护“数智化”，
让古城烟火气全面升腾。

至此，绍兴早前提出的发展目标——
打造以全城申遗为导向的历史文化传承
地，以文创文旅为业态的年轻时尚集聚
地，以传统风貌为依托的宜居环境生活
地，在慢慢落地实现。

所以，绍兴确实是变了，老城开始
呈现年轻态，时不时外露其“躁动”的灵
魂；绍兴实则也没变，它依然守着古朴，
守着安逸，能让人慢享时光。我们期
待，在进一步保护与发展中，更多活力
能在这座“宝藏古城”中被激发。

绍兴古城，近来有些闹

猛。这一边，一场音乐节刚

刚占据多平台话题热搜；另

一边，一场古城仲夏夜活动

又引爆人气。

许多人不禁会问，过去

被打上“幽静、低调”标签的

绍兴变了吗？

是，也不是。

众所周知，绍兴是一座

拥有 2500 多年建城史的

城市，被誉为“没有围墙的

博物馆”。自 1982 年成为

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起，

绍兴古城的保护与利用之

路怎么走，一直是人们关注

和热议的话题。

这几年间，绍兴的探索

也未曾止步：得益于与浙东

运河的共生关系，绍兴依托

运河文化的深厚底蕴，做实

了一篇“水与城”的文章；依

靠一代又一代的古城情结，

绍兴建立起古城保护长效

机制，做深了一篇“城与人”

的文章。但显然，绍兴提倡

的古城保护，不是一成不变

的盲目守护，而是在传承城

市历史文化资源的条件下，

最大程度回应群众期待的

“人间烟火”。

今年 7 月 15 日是第六

个绍兴古城保护日，绍兴以

“传承运河文脉 守护古城

烟火”为主题，聚焦古城保

护与申遗，提出新的探索命

题。步入新的历史阶段，绍

兴古城能否在保护中彰显

自己的个性？今天，我们不

妨谈一谈古城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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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俊

古城绍兴 王智炜 摄古城绍兴 王智炜 摄

水乡乌篷船 潘国绍 摄水乡乌篷船 潘国绍 摄

古城花事 骆海淼 摄

书圣故里 潘国绍 摄书圣故里 潘国绍 摄

人间烟火气 胡超琦 摄人间烟火气 胡超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