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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一种向往叫做远方，那么有一种情怀，就叫做老街。

在老街，可以找到一座城市最真实的人间烟火。老街不仅是历史见

证者，镌刻着城市的记忆；也承载着人们对过往的怀念、对地道的寻味。

昨天，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去改造升级的桥西历史文化街区走了

一走，给大家分享了它最新的样子：古朴又精致、国潮和怀旧的元素在这

里都能找到。

事实上，在杭州，这样的老街，这样的历史街区还有不少。大兜路历

史文化街区、中山中路历史文化街区、闲林老街、瓶窑老街、西兴老

街、闻堰老街⋯⋯一条条老街旧巷如同城市文化传承的毛细血管。

老街不老，在一轮轮改造提升中，杭州的老街正焕发出新活力。市井

烟火与城市文脉，文化赓续与创意营建，都在老街的一砖一石中生长。

桥西历史文化街区、祥符老街、长河老街⋯⋯杭州多处老街改造升级

既保留原有街区古朴味道，又融入时代新元素，成为网红打卡地

留住老街，就是留住城市历史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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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老街，很多杭州人如数家

珍，从西北的闲林老街、瓶窑老街能

一直聊到东南的西兴老街、闻堰老

街。近几年，杭州城市建设日新月

异，老街老巷改造升级也进行得如

火如荼。

大家都知道的五柳巷历史文化

街区，几乎是时下最热门的网红打

卡地。

五柳巷历史文化街区打造始于

2014 年，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市井味

道，是延续杭州地方特色居住文化、

集中反映杭州清末民初市井平民生

活特色的地方。在这里，有古典和

新潮的碰撞，有历史和当代的交织，

也有商业与烟火的气息。百年传承

的中医馆，坚守二三十年的早餐店、

新兴的网红咖啡店，都在这古朴的

街区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近年来，杭州市上城区还从历

史文脉探寻、宋韵文化传承入手，对

街区部分物业进行宋代“勾栏瓦肆”

建筑形态的改造，与南面德寿宫形

成呼应，皇家建筑与市井街巷相得

益彰，打造宋韵文化新地标。未来，

还将积极探索文旅节目引入街区的

可能，有机融合街区的民居民宿、手

工作坊和酒吧咖啡馆网红餐厅，让

市井味更浓，让烟火气更足，打响

“这里最杭州”的招牌。

而在萧山，素有“三江活码头”

之称的闻堰老街，占地面积约 50 亩

的改造一期项目已于去年 10 月亮

相，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钱塘

七号”。

闻堰老街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

础上，从建筑到景观、从灯光到场

景，通过修缮原有建筑，修复街巷空

间，重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

街风貌。渔浦文化、码头文化和江

潮文化，人文与商业、历史与未来，

都在这里找到了融合的新窗口。

五柳巷、闻堰老街成功改造 古朴街区焕发出新的生机

位于大运河拱宸桥畔的桥

西历史文化街区，至今仍保存着

较多的清末民初沿河民居建筑

以及大量近现代工业遗存，316

户原住民过着枕河而居的惬意

生活。

2010 年桥西历史文化街区

建成对外开放，十多年过去，存

在墙面风裂、功能缺失等情况，

最近再次进行了更新和升级。

改造提升后的桥西历史文化街

区日前正式对外亮相。

不止桥西，还有大兜路、中

山中路等多处老街旧巷，带着老

底子杭城的烟火气，在一轮轮改

造提升中，正焕发出新的活力。

社会快速发展，建设日新月

异，保留老街还有意义吗？

钱报·小时新闻记者采访了

杭 州 市 历 史 学 会 副 会 长 仲 向

平。他表示，历史街区，很多时

候正是一座城市经济文化的缩

影。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有一

大批充满独特历史韵味的文化

街区。这些年，杭州各个城区都

在推出不同文化特色的历史街

区，首先说明国家层面、政府层

面近年来对历史文化的重视。

他认为，杭州的历史街区和现代

街区相比，占比是不算高的。正

因为如此，才显得弥足珍贵。特

别是历史街区中的很多历史文

化及建筑或者其他符号，都应该

值得被深挖，并以市民接受的方

式进行保护和展示。老街老巷

既具有成片保护的建筑价值，也

有单个挖掘的文化价值。

比如，运河边桥西、大兜路、

小河直街三大历史街区打造时，

特地强调的“综合保护开发利

用”，保留街区肌理、修旧如旧，

这也是杭州在历史街区保护上

的一种创新，“这样才能留住杭

州的老味道，只有这样，从经济

层面上来说，这些街区的含金量

就相对比较高。”

仲向平还建议，在今后的历

史文化街区综保过程中，应该保

护传承好历史文脉，擦亮浙江文

化金名片。

本报记者 余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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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底子祥符桥即将迎来新生，

力争今年年底前打造成为传统风貌

街区。

祥符桥横跨宦塘河，已有近500

年历史，桥南的祥符直街，保留着部

分木结构的老房子，还有极具代表

性的拱门；桥北的祥符北街仍保留

有建于清末民初的茧行，不仅蕴藏

着深厚的文化历史韵味，也印刻着

祥符几代人的时代印记。

正在进行的老街改造，在整体

布局上保留原街区石库门、高围墙

等江南院落特征，展现水乡独特韵

味外，还做好对传统历史建筑的保

护与挖掘，使街区风貌核心区特色

更加凸显。

未来，这里的历史保护建筑将

与河道景观融为一体，为街区带来

全新活力。

长河老街修缮升级也正在进

行，将在不久的将来展露新姿。

这条老街曾繁华一时，旧时建

有多处官府大宅，街区内拥有3处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26 处杭州历史保

护建筑。

沿河排开的灰墙黑瓦中，文化

风脉隐隐再现，规划整治依照了老

街建筑格局、厅堂布局，串点成线、

连线成面，让历史与现代古今交融，

让老街重新焕发生机活力。

祥符老街、长河老街⋯⋯ 还有多处老街正在修缮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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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闻堰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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