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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杭州准备花十年工夫，打造南宋“大皇城”

如今，德寿宫拔地而起，向宋代美学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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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 断生长
守正又出新的文化传承

去年夏天，杭州国家版本

馆开馆，建筑设计上也借用了

宋代园林的风格元素。今年夏

天，汉服爱好者复刻了宋画《货

郎图》中的“货郎”，在西湖边和

德寿宫红墙下送荷花，“送花

郎”火上热搜。

就像德寿宫从土地中“生

长”出来，宋韵作为一种传统文

化也在“生长”。生长离不开土

壤——

2022 年 11 月，德寿宫遗址

博物馆开馆，每天门票 1500 张

（周末2000张），几乎每天约满。

2022 年 7 月，杭州国家版

本馆开馆，开馆四大主题展览

展出古籍、文物、手稿等 5000

多件，吸引远近省市观众前来

打卡。截至今年 3 月，开馆半

年间接待观众30万人次。

2005 年，浙江文化研究工

程开始实施，按“今、古、人、文”

四大板块布局，出版学术著作

超过 1700 部。其中《宋画全

集》收录海内外的宋画精品

1500 件，反映了两宋绘画整体

面貌。

⋯⋯

20 年间，浙江建成“15 分

钟品质文化生活圈”8288 个、

公共图书馆 103 家、文化馆 102

家、各类博物馆501家。

一条条数据背后，浙江打

造新时代文化高地的同时，推

动文化的成果触及每个人。

（数据来自德寿宫、浙江

发布等）

宋韵文化
背后的土壤

出租车停在中河南路望江路路口，下来三个人，一开口就知道是东北来的游客。

三伏天的高温，挡不住游客的热情。

杭州景区，首推西湖，其次是城南。以这个路口为中心，北有德寿宫遗址博物馆，

南有胡雪岩故居，西边是鼓楼，鼓楼连着南宋御街，御街直通河坊街⋯⋯城南这一带

曾是南宋皇城，南宋临安城就埋在游客脚下数米的地方。

2009 年，十一黄金周，杭州中山路以新的面貌亮相——南宋御街，这是它 800

年前的身份。同时，南宋皇城大遗址保护工程宣布启动。

时至今日，宋韵文化已经成为杭州的金名片。它埋在杭州人脚下，也在慢慢从土

里生长出来，进入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德寿宫。

德寿宫是周亚平阿姨眼看着一点点

“生长”起来的。

上世纪80年代，周阿姨一家就住进

了百岁坊巷这栋7层高的楼。当时哪能

想到，隔壁工业厂区和民居混合的地方，

埋着南宋的德寿宫，40 年后又成为网红

博物馆。

2011年，这里一度面临拆迁，要开发

新楼盘，后来考古发现了德寿宫的砖砌道

路、排水设施。宋高宗、宋孝宗等人住过

的宫殿，引起了人们的遐想。

2020年，德寿宫遗址博物馆项目正

式开工。周阿姨在阳台上，看考古队进

驻，大灯照亮现场；后来围栏围起，遗址盖

起来；再后来施工队到现场，梁柱搭起来。

如今，周阿姨是德寿宫志愿者，在地

下一层负责道路指引、文明劝导。开馆

前，德寿宫的志愿者们挨家挨户送红灯

笼、送花，大家把阳台都装饰起来，配上古

典的宫殿十分漂亮。

她10岁的小孙子也做起了凉茶摊志

愿者。在德寿宫西门外的“网红”红墙下，

主动招呼街坊、游客喝杯免费凉茶。

德寿宫向宋代美学和文化致敬，吸引

着海内外的游客，为周边商业赋能，为市

民带来美的享受。对周阿姨来说，有形和

无形的宋韵，就在他们生活的日常中，在

家门口的热闹中，也在小孩子的成长中。

从住宅用地到博物馆，德寿宫进入百姓生活日常从住宅用地到博物馆，德寿宫进入百姓生活日常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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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滋

德寿宫遗址 姚颖康 摄

德寿宫应该是什么样的？怎样呈现

宋韵文化？作为设计师，黄滋构思了很

久。黄滋是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原

院长、古建筑专家，在古建筑研究、修复

领域有40年的经验。

南宋皇城大遗址保护工程，黄滋很

早就参与其中。从凤凰山往北，南宋皇

城、三省六部、太庙、德寿宫⋯⋯南宋皇

城的那些遗址，在宋朝时的建筑是怎样

的？黄滋是最想穿越回去看一眼的人。

他熟悉宁波保国殿等国内宋代建

筑，曾主持修复飞英塔、延福寺等宋代建

筑，也熟悉《营造法式》这样的宋代建筑

典籍⋯⋯但真要画出德寿宫的设计图，

他脑子里依然是模糊的。

因为黄滋对自己有一条要求，每一

处设计都要“论从史出”，每一处设计都

要有来历。

考古成果、文献典籍中有记载的最

容易。比如南宋笔记《思陵录》记载德寿

宫“正殿五间、朵殿两间，各深五丈⋯⋯”

考古也出土了一些建筑基址、建筑构件。

有些内容没有记载，比如飞檐起翘

多高、上面装什么脊兽⋯⋯如何复刻？

黄滋穿越不了，除了《营造法式》、现存宋

代建筑，他去翻宋代绘画。马远、李嵩、

赵伯驹⋯⋯画家的描绘成为黄滋交叉考

证的依据。

最麻烦的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比如

德寿宫里种什么树，彩画什么样？黄滋

去拜访园林、历史、艺术等领域的专家。

浙江大学教授何忠礼是研究宋高宗

的专家。从他那里，黄滋更了解了宋高宗

其人，比如他文艺造诣很高，他挺节俭，

他禅让帝位、搬入德寿宫比较匆忙⋯⋯

中国古代建筑讲究“七分主人，三分

工匠”。宋高宗本人的个性、趣味对德寿

宫的样貌很重要。有了何忠礼教授的指

点，黄滋对于建筑威严的尺度、斗拱的风

格有了更深的把握。

一位位专家给出了想法，黄滋脑海

中，德寿宫的样子一点点清晰起来。

在还原历史细节的基础上，黄滋也有

自己的设计，比如内墙以白色为主。内墙

如果也用红墙，就跟当下的寺庙太像了。

既还原历史、致敬传统，又反

映当代审美和精神，当代的

学 者 和 劳 动 者“ 守 正 出

新”，给未来留下新的

文化遗产。

从 德 寿 宫 到

《宋画全集》，从西

湖申遗到良渚申

遗，文化的传承

就 在 这 样 的

“ 守 正 出 新 ”

中，文化大省

的 建 设 也 在

这样的“守正

出新”中。

为宋高宗设计房子，每一处设计都要有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