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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 拱 墅 区 有

20 余座博物馆、21
处较大规模的工业遗

产，更有拱墅运河体

育公园、杭州音乐厅、

武林美术馆、京杭大

运河博物院、大运河

杭钢工业旧址公园、

大运河紫檀博物馆等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项目群，日益彰显出

历史与现实交汇的独

特魅力。

从“春走大运、夏

品民俗、秋逛庙会、冬

赏花灯”的运河文化

“四季歌”，到大运河京

杭对话、大运河国际

诗歌节、长三角水上

运 动 节 等 品 牌 活 动

⋯⋯大运河文化已融

入 杭 州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拱墅正全力打造

“大运河拱墅段”文化

标识，为游客、市民提

供可玩、可品、可研、可

购、可感知的沉浸式

场景，让大家能感受

到拱墅“步步有历史、

处处有文化”的精神

气质，而我为能参与

打造并见证这个惊喜

的变化深感荣幸。

——拱墅区文广旅体

局局长高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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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运河贯穿南

北。

这些年，杭州拱墅

区的建设，正朝着一个

方向努力——打造运河

明珠。

今年国庆假期，不

少人避开景区的人潮人

海，选择拱墅的慢生活

路线，慢慢逛，细细品，

感受大运河带来的文化

韵味。

慢下来的魅力可能

在小河直街的小巷，那

是一块青石板的记忆；

可能在桥西历史文化街

区，寻一份“活着的文化

遗产”；还可能在武林路

的时尚范和烟火气里。

三条街，从不同的

角度代表着这里的活

力、底蕴和乡愁，也能一

窥杭州拱墅区的文化肌

理。

留有72户原住民的“小河直街”
文艺和烟火融合得恰到好处

地处京杭大运河、小河、余杭塘河三河交汇处，

小河直街因此得名。

从南宋起，这里就是南北货物的水陆集散地，

到了清代发展为繁华的商业街和水陆码头，也是近

代京杭国道的起点。

粉墙黛瓦的小楼，多是在民国时期陆续改建而

成，居民大多枕水而居。主街上，一楼为临街商铺，

二楼为居民活动、生活的居所。这种下店上宅的房

屋结构，浓缩着近代运河商埠文化，在小河直街得

到了较为完好的呈现。

有人说，小河直街是杭州最有人情味的历史街

区之一。

占地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的小河直街，商户

120多家，但依然保留着原住民72户。

2017 年进驻的“夏茉自制”老板夏茉回忆，第

一步踏进这里，她就“爱上了这里”，坑洼的石板路，

老旧的矮屋，十多只被喂养得圆滚滚的猫，还有闲

适友善的老人家，这种文艺和烟火交织的氛围，让

她一待就是5年。

这条街既包容了夏茉这样的新商户，也吸引着

方增昌酱园这样的百年老店。

清代（十九世纪）中叶，第一代江南古法制酱传

承人方增昌创设了方增昌酱园。它是小河地区最

大的一家制酱作坊，以批发为主，有生产基地，采用

前店后坊，专门酿造酱油及酱制品。

后因战乱影响，酱园逐渐没落，直到2015年左

右，第四代传承人根据酱谱重新研发江南古法制

酱，酱园才得以保存下来。

酱油、酱菜、酱肉、酱鸡、酱带鱼⋯⋯一年四季，

酱园的空气中都飘散着酱香味，给这条老街增加了

不少生活气息。

在桥西历史文化街区
遇见温软里弄和时代硬朗

桥西历史文化街区是另一种气质。这里的整

体风貌由清末民初的民居群落和近现代工业的建

筑遗存构成，以江南里弄的温软，融合时代建设的

硬朗，构造多面内涵的审美空间。

历史角度的桥西，是大运河船埠文化的章节，

是北关夜市的现场，是“小上海”的风云录，是杭州

百年工业的序幕地。

原来的杭一棉、红雷丝织厂、特产仓库等厂房、

仓库，改建成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中国扇博物馆、中

国伞博物馆、中国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四个国家级

博物馆，形成完整的运河艺术创意文化长廊，展

现了杭州的工业遗产。

这条街区，除了博物馆，还有三大老字号国

医国药馆、两座寺庙，将桥西的传统文化和非遗工

艺以活态的方式进行传承弘扬。

即使是那些小店，内里也隐藏着生活连接文化

的密码，听国粹、品民俗、收藏匠造与经典⋯⋯

拱宸桥南面的一排小木屋是桥西历史文化街

区的“音乐角”。40岁的韩建勇在这里开了荞溪古

筝工坊。他的店总是飘荡着古筝朴素优雅的乐声。

周意出生在一个大家族，四代人都生活在大运

河边，她喜欢听大运河上货船往来发出的“突突”

声，喜欢老街人来人往的笑脸相迎。如今她也在运

河边创业，她说自己当真是离不开这里了。

今年，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将完成第三轮的全域

提升改造，新落成的大运河紫檀博物馆、数字文献

馆和影像馆也将擦亮运河第一街的金名片。

焕然一新的武林路
期待着更多更好的“蒸蒸日上”

杭州拱墅区的街区里，还有一条街不得不提，

那就是武林路。

从建筑立面到街区路面，从城市家具到店招店

牌，从宋韵场景到创意市集⋯⋯今夏，焕然一新的

武林路分时步行街正式亮相。国庆假期，“武林好

时节”现场更是人山人海，众多商家汇集，一系列消

费优惠活动上线。据悉，武林路女人街每天客流量

比平时增加了20%，营业额日均470万元左右。

地处杭城繁华的原点，武林路北接大运河，南

通西湖，串连起这两大世界文化遗产。

武林之盛，又不止于商脉之兴。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书法家沙孟海曾居武

林，梅鹤堂、都锦生织锦博物馆等历史建筑诉说着

武林文脉的厚重与丰盈。

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作为全国首批商业街

开风气之先，武林路与北京秀水街、上海淮海路、广

州上下九、南京新街口、成都春熙路等齐头并进。

再往后，武林路以女装特质享誉全国，“中国时

尚女装第一街”“中国特色商业街”“商业文化建设

贡献奖”等重量级荣誉纷至沓来。时至今日，以路

为名的“大武林商圈”，仍是浙江唯一的千亿级商

圈，也让属地拱墅区稳居全省县（市、区）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第一位。

加上武林夜市的加持，整个街区都充满着蓬勃

的气息。

叶连忠和武林路的缘分长达10年之久。

2012 年，还在吴山夜市摆摊贴膜的叶连忠转

战到了武林夜市。后来他进入夜市管理团队。

业态转型升级，引进手工艺人，打造匠心文化

夜市，推荐申报“拱墅工匠”人选，组织开展推广活

动⋯⋯无论是夜市，还是武林路，叶连忠都亲眼见

证着街区的改变和成长，“我和武林路上的经营户

们都希望这条街今后能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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