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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城市根脉 留住历史记忆 守护精神家园

名城保护,擦亮宁波文化“金名片”
本报记者 朱军备 杨绪忠

前言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1986年 12月 8日，宁波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在宁波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
回顾过往，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利用，是一个认识逐步深入、理念不断更新、经验逐渐积

累的过程，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宁波缩影”。
在传承与发展中，宁波正在向“国际港口名城、东方文明之都”的目标大步迈进，历史文化名城这张“金名片”正擦得越来

越亮。

行走在宁波老城区，触摸天封
塔的沧桑，钟情月湖水的灵动，向
往南塘街的古朴，醉心天一阁的书
香......曲径幽深的深街窄巷诉说着
这座城市的古老故事，见证着这座
城市的时代荣耀，穿梭其中就像是
一次寻宝之旅，回眸处时常会有意
想不到的收获；而一转身又见车水
马龙，人声鼎沸，一幢幢拔地而起
的高楼彰显着现代文明的辉煌。

回顾宁波历史，“开放兼容”
是宁波城市繁荣兴旺的基石。唐宋
以来宁波一直是中国重要的港口城

市，“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
一。鸦片战争后，宁波又被辟为五
口通商的口岸，成为近现代中国对
外开放交流的重要窗口，并走出了
享誉海内外的“宁波商帮”。

走读宁波这座城市，“秀外慧
中”是江南水乡绵延千年的注脚。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宁波孕育出
内容丰富的地域文化，构建了具有
江南水乡浓郁特色的城镇、村庄、
街区和建筑，留下了大量历史价值
较高、文化内涵深刻、地域特点鲜
明的人文古迹和历史遗存。

截至目前，市域内有宁波、余
姚 2 座名城；慈城、石浦、前童 3
处国家级名镇，5处省级名镇；许
家 山 、 龙 宫 等 72 处 历 史 文 化 名
村，22 处传统村落。历史城区内
划定了月湖、永寿、秀水等 8处历
史文化街区，莲桥街等 3处历史地
段；历史城区以外划定了镇海口
海防史迹保护区和甬江北工业遗
产保护区等 2 处特殊类型历史地
段 。 全 市 现 有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1
处，国家大遗址 2 处，国保单位
31 处，省保单位 87 处，市级及县

（区） 级文保单位 480 处，文保点
1066 处，历史建筑 746 处，数量
位居全国计划单列市首位。宁波
还有 254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
中国家级非遗 21 项。海上丝绸之
路等正在申遗，我市的历史文化资
源库将不断扩大。

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犹如璀璨
群星，在展示和传承宁波传统人文
精神、提升城乡建设品位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丰厚的文化底
蕴正成为宁波建设国际港口名城的
软实力。

文化底蕴彰显软实力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

今年 8月底，住建部等五部委
公布了 2017 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示范村名单，奉化萧王庙街道青云
村榜上有名，成为全市唯一入选的
村庄。行走在青云村石板小街上，
两公里长的门前河似玉带蜿蜒而
过，沿岸花草、绿树、亭台倒映其
中，恰似一幅清秀隽永的江南山水
画。因“联步青云坊”而得名的青
云村，具有近千年历史，传统古建
筑主要类型有民居、祠堂、藏书楼
和桥梁等，村庄整体风貌保存了清
末及民国时期的风格，是全市目前
保存较好的古村落代表。

青云村是我市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中的一个“缩影”。

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意
在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发展有历史
记忆、地域特色的美丽城市，激发
市民的文化归属感和自豪感。自
1986 年获批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虽然 30 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
只是短短一瞬间，但对于宁波建设
国际港口名城来说，却是脱胎换骨
的变化。

回顾过往，宁波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是一个认识逐步深入，理念不
断更新，经验逐渐积累，体系不断
完善的过程。通过实践探索，宁波
逐步走上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有机
融合、传统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
良性发展道路，这也是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的“宁波缩影”。

自历史文化名城公布以来，我
市名城保护实现由单体保护到点、
线、面的整体保护转变。以 2011
年国家名城保护工作检查为契机，
宁波名城保护的理念方式实现重大
转变和提升。通过一系列的研讨
会、咨询会和工作会议，重新确立
了保护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
生活延续性的原则，树立了“小规
模、渐进式”的遗产保护正确理
念，引导街区环境可控、逐步地改
善及更新。

尤其是 2013 年，习近平同志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对名城保
护提出新的要求，市政府为此成立
了名城保护委员会，并连续 2年召
开名城委大会，我市名城保护进入
良性发展的新阶段。宁波第三次启
动编制《宁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在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各种类
型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提出了
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遗产保护与
人居环境改善相结合的新时期名城
保护理念和策略：“以历史遗存为
载体，以文化和公共活动为主的现
代服务业为主要内容，以三江水系
为纽带，形成城市公共活力带，成
为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

2014年 7月，市名城保护委员
会提出全面开展历史建筑普查，切
实摸清资源家底。市规划局 （市名
城委办公室） 迅速行动，组织开展
宁波市历史建筑资源全面普查工
作。经过近三年努力，至今年 6
月，全市历史建筑资源普查工作全
面 完 成 ， 普 查 历 史 建 筑 资 源 点
6500余处。

同时，通过持续的文物考古、
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社会各界对
宁波名城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有了更
加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大运河申遗
成功和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宁波确
立了“中国大运河出海口”和“海
上丝绸之路起航地”的特殊地位，
宁波人对城市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和
关注度达到空前的高度。

与此相适应，法规体系不断完
善。近年来，我市共有《宁波市文
物保护点保护条例》《宁波市大运
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宁波市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
5部地方性法规完成了制定，为依
法保护文化遗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规划体系得到健全，目前已完成

《宁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及
各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全市
已基本建立起“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多层次的保护规划体系。

此外，我市还从组织、资金、技
术、人才等多方面健全了保障体系。

“在保护理念上，我们也是不
断更新。近几年来，相关部门结合
城市品质提升、文化强市建设，强
调完整性、真实性，推崇小规模、
渐进式、微循环的整治、保护模
式，通过基础设施改造，文物和历
史建筑修缮、整治、展示、利用等
方式，改善街区人居环境，展现历
史文化魅力。”市规划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当前，宁波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已进入主题突出、模式创新、
范围扩大的新时期。

名城保护留下“宁波缩影”

面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
宁波舟山港凭借国家东南门户的战
略要地和不俗业绩，正在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枢纽。积极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建设国际
港口名城，打造东方文明之都，历
史文化保护与传承必将一马当先。

顺应新形势、践行新理念，宁
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再出发。
按照打造东方文明之都的战略构
想，我市将大力提升城市建设品
质，谋划实施“拥江揽湖滨海”的
城市发展战略，打造一流的现代都
市。大力提升环境生活品质，坚决
贯彻“两山”重要思想，持续深化
美丽宁波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建设地区。

围绕宏伟蓝图，我市已确立了

未来保护工作的总体目标：紧紧围
绕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这一核心，
以改善市民生活环境和提升城市文
化品位为出发点，加强历史文化资
源保护和利用，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延续城乡历史文脉，形成富有
宁波特色的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成
果，打造文化宁波的“金名片”。

“金名片”离不开文化遗产的
“活化”保护。有关专家认为，让文化
遗产融入当代生活，使人们能在与
历史文化的对话中增长知识、增添
智慧、丰富心灵，是实现城市文化复
兴的重要手段。今后，我市将把文化
遗产活化利用、构建城市公共文化
空间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同时通
过文化主线，把散落在城市各处的
遗产串联起来，形成城市的公共文
化路径，从而完整呈现宁波古城的

整体形象。这需要通过统筹规划、巧
妙设计，将散落在城市街巷间的文
化碎片串联成线、绵延成面、塑造成
体，重构古城原有的完整空间感。

散落于四明大地的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历史上与宁波古城就有千
丝万缕的联系，是我市历史文化体
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我市将
建立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标
识系统，提升宁波历史文化街区、
名镇、名村的对外形象。

新旧共融、相互促进成为未来
名城保护的路径。专家认为，名城
保护的重点无疑是在历史城区，但
不能仅限于历史城区。不要将新旧
城区人为割裂甚至对立起来，更不
能让老城区变成被新城区包围的洼
地，要相互融通，相得益彰。要让
老城区接受新城区新兴经济和现代

服务的辐射，拥有与新城区比肩的
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拥有老宁波
的味道；新城区建设要充分利用千
年港城的深厚文化积淀，延续老城
区的文化基因，突出宁波本土的特
色，拥有新宁波的品位。

“从欧洲和香港历史文化保护
的成功经验来看，全社会关注和全
民参与，是成功开展遗产保护地区
的普遍经验。宁波有民间博物馆发
展的成功经验，民间资本有参与文
化建设的热情，要改变目前以政府、
国企唱‘独角戏’的局面，通过改革
创新，破除制度障碍，创造条件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遗产保护。”市规划局
局长王丽萍认为，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要坚持人人有责、成果共享的理
念，切实破除社会资本参与障碍，真
正实现大众参与。

打造文化宁波的“金名片”

镇海郑氏十七房全景镇海郑氏十七房全景。。（（市规划局市规划局 供图供图））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宁海许家山村。 （市规划局 供图）

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宁海龙宫村陈氏宗祠。 （市规划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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