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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锐 通讯员 叶佳

位于杭州拱墅区霞湾巷8号的富义仓，是目前浙江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官仓。

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富义仓是大运河杭州段的重要遗产点之一。

今年恰逢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昨天，历经半年的提升改造后，富义仓正式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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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重要遗产点改造升级完成，昨日亮相

时隔4年
富义仓焕新归来

“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当时富义仓

就开启了业态调整。2020 年，富义仓变身

‘复艺仓’，聚焦当代艺术，吸引了很多年轻

人的目光。”杭州运河集团文化旅游有限公

司富义仓负责人余一琦介绍。

时隔4年，富义仓再度焕新。谈及此次

改造，余一琦表示，此前是想打造一个当代

艺术文化主题园区，“而这一次则着重回归

到了富义仓和它的历史本身。”

重新开园的富义仓，被划分为展示馆、文

创研学空间、运河文化交流中心三大类空间。

其中，富义仓展示馆总面积900余平方

米，共展出各类展品近百件，在这里不仅可以

系统了解富义仓这一古代粮仓遗址的前世

今生、重要价值，还可以通过展陈文物深入解

读中国古代运河文化、仓储文化、慈善文化。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富义仓，此次

改造也结合了许多当代艺术展览馆的经验，

设计了不少别具匠心的“打卡”点位。

比如富义仓展示馆内，宛如运河流淌其

中的“发光飘带”展台；数百只千纸鹤结合水

波纹光影效果，模拟出的运河小船的造型；

悬挂着的上百个不同字体的“善”字等。“我

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艺术形式，让散落在运

河两岸的遗产活起来、立起来。”

余一琦告诉记者，未来，富义仓还会为

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群体提供免费茶水、

午间休息、应急药品等，通过有温情的服务，

进一步回归富义仓“以仁致富、和则义达”的

本意。

新开园的富义仓，回归古粮仓的历史与文化

新闻+

●参观时间：9：00~17：00（试运营）。

●展览地点：杭州市拱墅区霞湾巷 8 号富义

仓展示馆（1幢2幢5幢6幢）。

●无需预约，游客可随时参观。后续可能会

根据客流和承载力进行调整。

●目前北面经营区域仍在招商中，可关注富

义仓官方渠道。

本报讯 土地承包合同、历书、户口簿、说明书、信

笺⋯⋯近日，一篇题为《半个世纪九堡人写在纸片上的历

史》的文章在网上热传。

文章的作者是杭州九华社区党总支书记毕功庆。

他给记者看了一张 40 年前的《团费证》，证件显示

1978年的团费每季度是1毛5分钱。这本团费证的主人孙

大伯，在上世纪70年代，曾是九堡围垦大军中的一员。

围垦是九堡历史上的一段重要记忆。毕功庆说，围垦

的劳动强度很大，特别是遇上大潮汛，塘堤经常处于修好又

冲塌、冲塌了再修的状态。“九堡现在的发展，真该感谢那一

代人，没有那时的围垦造田，也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变化。”

桌上还有一份 1983 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

上面规定了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总产量等指标。其中，

小麦的种植面积最大，规定2.832亩，总产量要求771斤。

“这是九堡公社和村民签订的第一批次的合同书，一下

子就释放了村民的生产热情。大家开始轰轰烈烈搞生产，

结果显而易见，不仅指标都达成，很多还是超标完成的，大

家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发’起来

了。”毕功庆说。

“到了90年代初，九堡这边已经不太种小麦这些了，基

本以种菜为主，像大蒜、芹菜、葱，比较好打理，附加值也更

高，产量挺大的。”毕功庆说，在九堡种植有一个优势，就是

围垦的土地相对比较肥沃，灌溉很方便，“九堡这边如果挖

井下去，大概两米深就会有地下水，一年四季不太需要操心

干旱问题，所以说，围垦基础打好了，也给生产提供了助力。”

70 后的毕功庆不是土生土长的九堡人。他 18 岁来到

这里，如今已对九堡有了很深的感情。“因为我在基层工作，

喜欢和老一辈的人交流，也对本土文化很感兴趣，有时候，

在他们家中看到这些有年代感的物件，就会要一些留念，大

家也都很慷慨，慢慢就积累下来不少。”

他不仅收藏这些“宝贝”，还会写文章记录。网上流传

的那篇文章就是他几年前的有感而发。

除了纸质物件，毕功庆还保存了一些实物资料，比如老

底子的生活用品等。他计划再过些时日，把这些九堡的老

物件都整理好，办一场小规模的展览，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资

料被更多人看到：“让年轻一代看到祖辈曾经在这片热土上

奋斗的精神，把这段生动而又鲜活的历史印刻在心里。”

本报记者 詹程开 文/摄

合同、历书、户口簿⋯⋯

老物件背后
藏着热辣滚烫的九堡历史

霞湾巷 8 号的古朴小院，白墙黛瓦、木

门木窗，在一众现代化小区之间格外抢眼。

南侧，红建河在此汇入京杭大运河。暮

春时节，河畔花红柳绿，相比西湖边的人山人

海，这里无疑是个闹中取静的赏春好去处。

主入口正位于南侧，门口还立有“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富义仓”的

文保碑。

富义仓共有 13 幢砖木结构建筑，东西

相向而建，四列三进。建成时的四排仓储式

长房有八十间，每间约20平方米，可储存粮

食四五万石，相当于今天的四五百万斤粮

食。

1884年富义仓建成后，创新推出了“官

办民管”和“退四存六”的运营策略，扭转了

当时粮食废毁、粮仓亏损的局面。这让它一

跃成为与北京南新仓齐名的官仓，也让“北

新南富，天下粮仓”这句话永远留在了中国

大运河的漕运历史上。

2003年起，富义仓先后被列为市级、省

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大运河

众多遗产点中为数不多的运河仓储文化遗

址之一。

富义仓现在保留下来的，还有三排仓储

式长房、门廊、偏厢、仓房遗址及码头等建筑。

为了保障这片距今已有 140 年历史的

古建筑的“健康”，此次升级改造期间，管理

方对整个园区进行了安全评估以及白蚁查

杀防治，“经过一年多的整治，富义仓的结构

安全等情况相当良好，可以投入正常运营。”

运河畔古朴小院，藏着闹中取静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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