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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绍兴这样能拥有如此众多的人文景观的古城很少。据粗

略统计，在绍兴市境内，自唐以来，共有文武进士２２３８

名，文武状元２７名；民国以后，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

院院士５３名。这个地域面积不到全国千分之一、人口只占

全国三百分之一的城市，两院院士却占全国的４．８％。以

至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到了绍兴后会发出“士比鲫鱼多”的感

慨，毛泽东同志则称绍兴为“名士乡”。 名人多，名人故居

自然也多。绍兴城内众多的名人故居和遗迹不胜枚举，周恩

来祖居、鲁迅故居（包括百草园、三味书屋和祖居）、秋瑾

故居、蔡元培故居等等。在绍兴市区，有７４处国家级和省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７９处文物保护点，更有数以百计的

古桥。可谓是“文物森林”。 然而，在若干年之前，部分绍

兴人并不是以“古”为荣。１００多年前的《绍兴府城衢路

图》可见城郭设城门９座，其中７座为水门，全城有河道３

３条，石桥２２９座。但从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７８年的２７

年间，绍兴市共填河道１７条，拆除桥梁百余座，水城文化

严重受损。 在绍兴“现代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有识之

士以各种形式表示了担忧，绍兴的决策者开始反思“绍兴变

高”的现象，并有了古城保护的哲学思考。 绍兴市委书记冯

顺桥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创造，惟独历史遗产不能创造；什

么东西都可以失去，但历史文化必须永久保存。祖先留给我

们的遗产，只能继承好、保护好。 正是在决策者的哲学思考



之中，日趋萎缩的古城重显生机，面临倾覆的历史街区重新

激活，“文物森林”的面积再度扩展。 哲学思考之一：“死

”与“活”的辩证法 绍兴古城半个世纪以来从萎缩到复苏的

过程，是一个对古城文化的认知转换过程。 绍兴老城区的东

部有座八字桥，这是中国最早的立交桥，被确定为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稽山河与都泗河从桥下穿越而过。一纵一横的

八字桥水街和广宁桥水街使这一片街区成为绍兴水城的一个

缩影，上千户居民临河而居，沿街穿行，能感受到江南水乡

“小桥，流水，人家”的动感意境。 但八字桥街区毕竟久经

风霜，这里的民居普遍破旧，数十年来陆续创办的工厂和改

建后的民居嵌在河岸两边，极不协调。规划部门为了改善此

地百姓的居住条件，美化沿河两岸的环境，决定对八字桥街

区“连片改造”。按照“连片改造”的规划，至少有一半以

上的旧建筑需要拆除。就在规划方案确立、房地产开发商即

将入场之际，绍兴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２００１年７月

，绍兴市人民政府正式出台《绍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将八字桥街区列入“历史文化街区”；２００２年初，八

字桥“连片改造”的规划被完全终止。 绍兴市长王永昌对记

者说，这一片建筑，确实已经破旧，影响了居民的居住条件

，而且有碍观瞻，可以让它们速死。然而，它们毕竟是八字

桥的文脉，是绍兴古城的文脉，拆掉了就等于断了文脉。只

要这文脉一息尚存，我们就有责任救治，就应该让它们“枯

木逢春”，让它们复活。城市规划要处理好历史与未来的关

系，做到既对历史负责，也对未来负责。 八字桥街区就这样

被原汁原味地保护了下来。在整个街区现有的１６．０９万

平方米建筑物中，被拆除的建筑物寥寥无几，新规划将现有



建筑物分为保护、改善、重建、保留、整饬五大类。６０％

以上的古建筑保留了下来，３４．８％重建的部分也是按照

“修旧如旧”的原则，保留原有的风貌，并与整个街区的风

格相一致。 如今，迈步走入绍兴的历史街区或是乘坐乌篷船

进入稽山河，可见沿河两岸台门次第，古风俨然。政府外迁

了部分住家，并将沿河的工厂逐步迁离，新增了沿河的绿地

。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善了，居住环境改善了，重要的是，绍

兴古城的文脉在街区得以延伸，珍稀古桥，碧水秀街，枕河

人家，１００多年前“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

的“水城”特色得以再现。 将濒死的建筑物看作是文脉尚存

的文化载体，认知的改变不仅保留了八字桥历史街区，越子

城、蕺山、鲁迅路、西小河、新河弄、石门槛六片历史街区

也是认知改变后的幸存物。萧山街位于蕺山历史街区，为东

西向长街，东接中兴路，西靠解放路。在这条千米长街中，

有蔡元培故居、钱业会馆、王羲之故居、题扇桥、笔飞弄、

躲婆弄、探花台门、蕺山书院等名人故居胜迹，每一处胜迹

均有独特的故事和传说。由于萧山街历久失修，比较破旧，

曾有计划将整条街全部拆除重建。在２００１年的重新规划

中，这条街被保了下来。如今，蕺山历史街区已成为绍兴市

“书圣故里”的特色街区，成为绍兴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重

要板块。 哲学思考之二：大树和森林的辩证法 今年１０月１

６日，全国数十座名人故居博物馆的负责人聚会绍兴，探讨

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利用话题。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张文彬

在会上发表的见解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共鸣。张文彬表示，保

护名人故里并不仅仅是保护一两幢建筑，还需要保护建筑周

围的环境，营造出历史人物的成长生活环境。他对“鲁迅故



里”将鲁迅当年生活的环境恢复得原汁原味给予好评。他认

为，名人是在一定的区域内成长的，绝不能将他们孤立起来

研究。就在这次会议期间，绍兴市委书记冯顺桥向记者讲述

了大树和森林的辩证法。 冯顺桥介绍说，古城留给了绍兴太

多的馈赠，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大禹三过家门而不

入，越王句践卧薪尝胆，贺知章故土情怀，蔡元培崇尚科学

，周恩来鞠躬尽瘁，秋瑾为革命捐躯⋯⋯绍兴市区的７４处

文物保护单位和７９处文物保护点每一处都有各自的文化内

涵。然而，一座８．３平方公里的古城留下的绝不仅仅是这

１００多处文物，这１００多处文物也无法承受历史文化名

城的重负。如果说历史文化名城是一大片森林，那么，这１

４４处文物仅仅是森林中的大树。如果只见大树而不见森林

，那么，历史文化名城就名不副实。绍兴市已经在做和准备

继续做的工作就是扶持大树，营造森林。 有了这样的哲学思

考，才会有２００１年７月出台的《绍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规划》，这一规划将绍兴的“文化”划成点、线和面，即１

４４处文物为点，城市河湖水系和水乡风貌带为“线”，７

片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区为“面”。这一规划已经融入了大树

和森林的辩证法。 以鲁迅故里历史街区为例。鲁迅的青少年

时期曾在这里度过，在鲁迅的作品中，对鲁迅故里有过多处

浓笔重彩的描述，《阿Ｑ正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等多篇名作列入大中小学教材的范文使读者对鲁迅故里熟悉

而且向往。在中国的四个鲁迅纪念馆中，北京、上海、广州

三个馆的年游客人数不及绍兴一个馆的二分之一，可见人们

对鲁迅故里的看重。然而，鲁迅故里这一片“森林”在解放

后渐渐地变了样，窄窄的石板路变成了宽阔的沥青路，古风



犹存的鲁迅故居东侧部分建筑“文革”中学着各地“红太阳

纪念馆”的样改成了鲁迅纪念馆，昔日的大户台门成了工厂

、仓库和民居，三味书屋门前的小河早已不是流动的风景，

渐渐发黑的河水将乌篷船挡在了鲁迅路外的大河中。 为此，

绍兴市政府决定，投入１０亿资金，将鲁迅故里打造成绍兴

的镇城之宝。原先仅有１４公顷保护范围的鲁迅故里扩增到

５１．５７公顷的保护范围。一年多来，绍兴市的文物保护

部门和相关建设部门在鲁迅路安营扎寨，保护范围内的工厂

和仓库外迁了，２６００户居民外迁了近１０００户，宽宽

的水泥马路又还原成了昔日窄窄的石板路。除了国家重点保

护的鲁迅故居、鲁迅祖居、三味书屋、百草园全部修复开放

外，鲁迅祖居中从未对外开放的西厢房，新近恢复的周家新

台门，恢复的寿家台门、朱家台门，以及长庆祠、土谷祠、

静修庵、恒济当铺等鲁迅笔下的其他遗迹，也在今年９月２

５日鲁迅诞辰１２２周年之际对外开放。 如今，走进鲁迅故

里，踏在鲁迅走过的石板路上，可见到两侧的民居粉墙黛瓦

，错落有致。修缮后的鲁迅故里至少有三大文化内涵：以鲁

迅祖居、鲁迅故居和百草园、三味书屋等为核心的鲁迅青少

年时代生活环境展示，清末民初市井生活风情和鲁迅作品人

物场景展示，鲁迅文化研究展示。这就是鲁迅笔下的鲁迅故

里，这就是独具江南风情的历史街区。在这里，可以原汁原

味地解读鲁迅作品、品味鲁迅笔下的风物，感受鲁迅当年生

活的真实情境。 造就了一片森林，就可以打造第二片，第三

片，第四片⋯⋯《绍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规划保护

的七大街区，分布在绍兴古城的东南西北，涵盖了绍兴古城

文化中古都建筑（越子城）、名人故里（鲁迅故里）、官宅



学府（西小河）、水城风貌（八字桥）、明清街区（稽山）

、台门格局（新河弄）的种种内涵。 记者日前赴鲁迅故里采

访，在三味书屋门前见到一景：数十位外地游客出了三味书

屋，走下门前的踏道，相继登上泊在那里的乌篷船。桨声中

，船儿悠悠划向沈园。船工告诉记者，这段数百米的水路不

收费，目的是让游客领略水乡风情。记者随乌篷船进入沈园

，原先冷寂的爱情之园开始热闹起来。一条水路的复活，将

两小片森林连成一大片。如今的绍兴，文物大树已经不再孤

景独立，大树的四周是古风回转的文化森林。 哲学思考之三

：因循守章与因地制宜的辩证法 在绍兴历史街区和文物保护

单位的恢复和保护中，绍兴市的文物保护部门面对的最大难

题之一，是如何保护和恢复古城遗迹。 曾经有专家向绍兴市

文物局提出，绍兴古城的保护必须按照《威尼斯宪章》的原

则。《威尼斯宪章》是１９６４年５月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

的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中通过的《国际古

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的简称。《宪章》第９条和第１２条对

文物建筑的修复确定了基本原则：修复过程以尊重原始材料

和确凿文献为依据，任何不可避免的添加都必须与建筑的构

成有所区别，并且必须要有现代标记；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

与整体保持和谐，但同时须区别于原作，以使修复不歪曲其

艺术或历史见证。 绍兴市文物局组织文物保护专家就古城和

历史街区保护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论证，并参照了杭州胡雪岩

故居等古建筑修复的成功经验，最终形成共识：《威尼斯宪

章》忽略了东、西方古代建筑的差异，此《宪章》以欧洲古

代石构建筑的保护为对象，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建筑文化

体系则是以土木混合结构为主，它们不可能像西洋古建筑那



样即残损也能长时间地保存，土木结构的中国建筑如果不及

时维修，很快就会毁坏无存。因此，《宪章》并不完全适用

于绍兴的文物建筑修复。在保护和修复时应根据绍兴古城的

实际，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原则实施。 尽

管不再以《威尼斯宪章》为古城保护和修复的标准，但绍兴

市委、市政府却一如既往地确定了“原汁原味”的文物保护

原则。为了确保“原汁原味”，绍兴市文物保护部门殚精竭

虑，他们按照“抢救第一，保护为主”的原则，做了大量深

入细致的准备工作。他们找来了各类史料，根据文字记载和

老照片反复对照、比较，确定了一批古建筑的原状布局与结

构风貌。有些古建筑史料缺失，他们就请久居当地的老人回

忆，根据老人的口碑逐一整理。他们还通过对榫卯结构、梁

柱廊檐等古迹残存物的推算，参照同时代的建筑物，画出古

建筑的结构图纸。 在修复古建筑所需材料的选择上，绍兴市

文物保护部门严格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凡是文物保护

单位，一律使用旧材；历史街区修复，基本使用旧材；在修

缮中，强调“风貌协调”，门窗及细部按原样用旧材，立面

维修用旧青砖，墙面涂刷用纸筋灰。据统计，绍兴市有关部

门在７个历史街区和相关遗迹的修复过程中，共使用了２０

０余万张旧瓦，１０万多平方米的旧石板，２万多立方米的

旧木料，所有的屋柱石墩全都是旧的。连历史街区范围内的

河岸也全部用年代久远的压口石来驳坎。 在确保“原汁原味

”的前提下，７大街区的修复还强调了整体风貌的改善。原

先在空中横七竖八的电线全部埋入地下管道，生活污水全部

进入排污管道。这一改，既提高了市民生活的质量，又体现

了古城生活的延续性。 近两年来，绍兴古城的７大历史文化



街区相继修复开放，水城特色的一河一路、一河两路、有河

无路的风貌带得到保护。迈步鲁迅故里、仓桥直街、书圣故

里等历史街区，可见粉墙黛瓦、竹丝台门、乌黑柱廊、棕色

油漆为基调的绍兴传统民居和谐淡雅。夜晚，乘乌篷船游环

城河，能感受到桨声灯影、烟雨平生的意境。江南历史文化

古城名至实归。 绍兴市为古城的保护作了巨大的付出，也迅

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全国许多人文景观渐成“鸡肋”之

时，绍兴古城却磁场再现。今年１至１０月，到绍兴观光的

游客是１９９９年同期的两倍，预计今年全年将超过１００

０万人次，旅游收入可超过８亿元。据旅游部门统计，绍兴

市的宾馆客房入住率名列浙江全省第一位，双休日已呈满负

荷运作之势。 绍兴古城保护的哲学思考，不仅结出了累累硕

果，也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启示。（据《文汇报》/万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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