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A152011年7月7日 星期四
统筹 范光华
校对 王泓 版式 杨卫萍

南京宁海路8号院，一座砖瓦结构的二层小楼，欧式建筑风格里融入了些许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符号，别有一番味道。
走进院内，几棵棕榈树的阔叶穿插在青砖灰墙中，显得更加苍翠欲滴，还有攀缘在院墙上的藤萝叠蔓，偶尔有羞涩探出墙头的蔷薇。
8号院旁边是座三层黄色的法式洋楼，翘角的屋檐，圆形的大露台，整个色彩明快亮丽。
不知何时，一位背着黑色运动包、戴着茶色墨镜的鬈发老太太也跟着我们“溜”了进来，“重新装修后漂亮多了，清清爽爽的，住在附近的老居民都觉得

体面。”83岁的郭志梅家住宁海路4号院，1949年随部队渡江来到南京，亲身经历了这一带从别墅区变成大杂院，又从大杂院恢复成别墅区。
“在修缮中我们力争整体风貌、街巷空间尺度都基本保持民国当年的格局，达到‘原汁原味、修旧如旧’的效果。”南京市规划局工程师刘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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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那历史
建筑就是城市文化和历史的最好载体。

朱自清曾说过，“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
子”，走在南京老城街头，随处可以见到正在
发挥实用功能的民国建筑，银行、宾馆、美术
馆、工厂……

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和周围现代化的环
境毫无违和感，新老建筑相互交融，建筑与绿
化相映成趣。

“南京是六朝古都，建城的历史有 2500
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如何保护、利用这些历史建筑
并形成城市核心竞争力，是当前南京城市
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南京市规划局规
划处处长徐明尧说。

早在世纪之初，南京就提出了“一城三
区”的城市构架，即在老城之外建设三个新城
区，明确了老城人口向外分散、建设向新区集

中、工业向开发区集中、高校向大学城集中的
“一个分散、三个集中”城市发展布局新思路。

“具体的做法就是通过建设新区，来保护
老城”，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童本勤
说，南京保护老城的重点是实施“双控双提
升”——控制老城的容量和人口，提升老城的
文化品质和绿化环境。

对于城市建设，南京市长季建业曾提
出“三个敬畏”，即以敬畏历史、敬畏先人、
敬畏文化之心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改造，
南京市还成立专门的机构来对老城南地区
进行保护，且不以盈利为目的，把具体的保
护规划纳入城市建设的大盘子予以支持。

“近 10 年，保老城建新城的战略得到了
较好的实施，新区人口明显增加，老城人口压
力有所缓解。10年前，老城高层建筑是河西
新城的 20 倍。现在老城的高层建筑只是新
城的2倍。”童本勤说。

6月，是颐和路公馆区最美丽的时节。
一幢幢西式洋楼掩映在高墙密林中，风

格各异，美式的、法式的、西班牙式的……几
乎找不到一座式样重复的，清幽雅致，透着
独特的历史韵味和浓郁的文化气息。

这里是南京最集中的民国公馆区，占地
37万平方米，拥有公使馆、名人故居等 225
处民国建筑，是南京市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
文化街区，也是一个风格各异的建筑博览
地。

“我的老战友以前就住在这个院子，那
时候六七户挤在一座房子里，不够住就在院
子搭建违章房，垃圾、污水遍地都是。”郭志
梅回忆说。

为了恢复公馆区原有的迷人风貌，从

2007年开始，公馆区采用了腾迁方式，即把
住户迁出，再由政府主导的公司维修，保存
原有31栋建筑的基础上，又插建了7栋新式
建筑，完全按照民国建筑的机理、体量与风
格进行修护和建造。

在治理过程中，拆除了全部违章搭建，
同时整治沿街立面，保护静谧安宁的环境氛
围，统一了街道小品、围墙、地面铺装门牌标
志和绿地，使周边建筑、街道等与民国建筑
有机融合、协调，“目前修缮工作已全部完
成，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更有民国味道的颐
和路公馆将和市民见面。”刘园说。

“现在我每天都会在这条路上转一两个
小时，周围的环境会让我们觉得又回到了年
轻时候。”郭志梅兴奋地说。

千年流淌的秦淮河、清一色的青砖小瓦
和英式拱窗、现代的落地天窗、冷峻的水泥、
朴实的红砖，“1865科技·创意产业园”让郑
州媒体采访团赞叹不已。

该产业园前身是清朝洋务运动期间的
金陵机器制造局，有着中国“民族军事工业
摇篮”之誉，浓厚的“兵工厂”色彩，让这个已
经142岁高龄的厂区平添了无限的神秘感。

“园区目前拥有7栋清代文物建筑、24栋
民国建筑和10余栋新中国成立后的建筑，占
地21万平方米，完整地呈现了我国整个工业
的发展历程。”产业园工作人员何寅说。

“国家提出了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
大决策，打造‘1865’的设想应运而生。”何寅
说，2007年5月，秦淮区政府和企业合作，把
利用“工业遗存”和“科技文化创意”的想法

“拧”在了一起，由双方共同注资，提出了打
造世界领先、国内一流的科技文化创意产业
园的构想。

2009 年 9 月 19 日，正式开园。“此前这
里都是机械厂生产区，园区建成后，老厂房
保留，生产搬到郊区。外表结构不动，内部
进行创造性的开发利用。”何寅说，园区分为
时尚生活休闲、科技创意研发、工艺美术创
作、酒店商务、科技创意博览 5 个功能区。

“休闲和园区一般不会融为一体，而‘1865’
却实现了这种突破。”

那么，该如何实现产业的聚集呢？
“做好环境，做好服务”，园区招商运营

主管周凯说，园区制定了严格的老建筑保护
规定，不仅老建筑保护“一砖一瓦不能动”，
原生态自然环境也是“一草一木不能动”，加
之周边地区交通便利、历史文化景点密布，

“一家好的企业进驻，口碑相传，又吸引来更
多的好企业”。

目前，该产业园已引进 100 多家企业，
所有前来洽谈的客商，都被老房子厚重的历
史文化所吸引。

“城市肌理的保护要比单幢建筑的保护更重要”
“将有价值的建筑找出来、保下来、亮出来、用起来、串起来”

从老城区改造看南京城市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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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肌理的保护要比单幢建筑的保
护更重要。”

童本勤认为，虽然南京很多老街巷并没
有被纳入文物历史建筑保护范围，但它们已
经渗到南京城市历史、南京人的记忆中，“在
城市改造中，我们就要保存这些街巷的基本
面貌，提出小规模、院落式、全谱式地保护整
治各类、各时期历史文化资源，就是要保证
传统的、基于微观经济活力的街巷肌理的延
续和再生。”

在具体操作中，南京提出了“多学科合
作，多角色参加，全社会参与，新技术支撑”
的多元化保护方针，力争将有价值的建筑找
出来、保下来、亮出来、用起来、串起来。

2005 年，南京市规划局会同南京市文
物局开展覆盖全市域的“南京历史文化资源
普查建库工作”。整合南京历史文化资源，
并纳入城市地理信息系统。

“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以民居为重
点的片区保护强调格局、肌理、尺度、风

貌，例如老城南地区历史悠久但危房集
中、弱势群体集中，在对他们的保护中不
再注重对每座房子的保护，而是注重街
巷格局、整体风貌的保护。”徐明尧说，
规划部门通过文化网络（文化路、文化
街、水系等）的建设将老城分散的文化景
观进行有机的串联，形成一种老城整体
性的历史文化氛围。

但这一时期是一种被动式的保护，
“多元化保护措施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变
‘死保’为‘活保’，根据建筑的历史、艺术
价值和保存状况，采用不同的保护方式。”
童本勤说。

南京针对民国建筑的保护方式主要有
全面保护、局部保护、风貌更新、立面整治几
个方面，根据建筑不同的历史价值，制订不
同层次的保护方案。以“显山、露水、见城、
滨江”为总体目标，通过老城环境整治，改善
城市环境，一批民国建筑得到保护和展示，
被赋予了新的活力。

多元化保护留住老城街巷的肌理

完全按照民国建筑修整

昔日老厂房变成创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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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颐和路公馆区，老建筑与现代高层对比鲜明。南京颐和路公馆区，老建筑与现代高层对比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