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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古镇：
当“阳明IP”成为老城改造的内生动力

入夜，已经开街两年
的余姚阳明古镇灯火通
明。通济桥下，流淌不息
的姚江水卧听柔橹；舜江
楼旁，各色餐馆里杯觥交
错，人影憧憧。

曾经，这是一条运河
老街。沿江而立的商铺见
证了浙东黄金水道鱼市行
业的兴盛，也品尝过船运
时代远去后的没落。在城
市有机更新的过程中，这
段位处余姚老城核心地段
的历史文化街区一直被当
作优化城市发展研究的课
题。

如何让相去不远的府
前路街区、龙泉山、王阳明
故居、武胜门街区得到综
合开发？一个由政府与企
业合作的项目，余姚阳明
古镇应运而生。

运营前置、招商先行、
修旧如旧，经统筹规划，先
期开放的古镇一期成为近
年历史街区改造中具有代
表性的成功案例。今年，
阳明古镇的客流量已突破
430 万人次。无论是商务
宴请还是休闲散步，都是
当地人的首选。

在王阳明先生诞辰
550周年之际，“阳明文化”
作为一个具有全国乃至世
界影响的“IP”再次备受瞩
目。在这个讲求辨识度的
时代，如何让阳明文化发
挥时代价值，指导城市发
展的具体实践？“阳明故
里”的余姚无疑拿出了具
有示范意义的样本。

阳明古镇自然主打“阳明IP”。在
文化运营方案指导之下，府前路历史
文化街区在空间设计中融入了大量阳
明文化要素。

比如说，古镇打造了全面讲述余
姚阳明文化发展史的心迹馆，设计了
一系列姚江文化主题景观，创建了“阳
明初心”文创品牌与自营实体店，并于
2020年3月成立了余姚市阳明文化书
院，请浙江大学教授出任院长，整体谋
划余姚阳明文化在新时代的成果转换
与输出。

阳明文化书院在街区建设期间，
还积极联动全国各界专家资源、开发

阳明心学课程、编制发行相关期刊书
籍、筹划阳明文化研学线路，为街区建
成之后定期开展大型研学活动、文化
沙龙、网络微课堂、《传习录》导读研
修、全国阳明史迹保护研究联盟活动
等文化工程奠定了深厚基础，成为壮
大与传播余姚“阳明IP”的重要力量。

在文教方面，府前路街区里的文
保建筑李氏民居引入了余姚市美术家
协会；中央广场的标志性建筑盐集坊，
用作城市公共文化活动场所；作为余姚
非遗文化展示体验与实践教育基地的
匠心余姚馆，紧密联结了社会各界文化
社群。

眼下，依姚江运河而生的阳明古
镇府前路历史文化街区俨然已成为余
姚最具人气的城市会客厅，重塑了余
姚古城形象。

阳明古镇二期项目已在推进中。
据了解，在不远的未来，武胜门街区的
王阳明故居旁，将新建姚江书院、王阳
明纪念馆；龙泉山的中天阁后，也将恢
复祭祀王华、王阳明父子的二王祠。
未来中天阁、二王祠与王阳明故居将
形成“三位一体”的立体空间，助力于
打造余姚“阳明故里、心学圣地”的文
旅品牌。

记者 顾嘉懿

市中心的阳明遗存

余姚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其
中的历史街区改造，是城市更新中极
具价值、深度与魅力的一环。

阳明古镇项目由府前路商业街
区、武胜门文化街区、龙泉山生态休闲
公园三大板块组成，可以说占据了余
姚城区最核心的地段，也是阳明文化
遗存最为集中的地方。

府前路街区位于姚江边，毗邻通
济桥和舜江楼——这是余姚两大文化
地标。得益于出色的地理位置，自古
以来，这里就是余姚市井文化最为繁
盛的地方。

如果说府前路代表商业，武胜门
街区就代表安居。这一片区全是住

宅，王阳明故居瑞云楼、倪宗正的清晖
佳气楼，都在武胜门历史街区内，是余
姚世家大族聚居之所。

这一街区最有代表性的是一条武
胜路。南北向的小巷紧靠着王阳明故
居，向北直通武胜桥。过去，武胜桥旁
还有一座武胜门，便是余姚的北城
门。传说，王阳明小时候经常在这条
石板小巷跑来跑去，被父母叫唤才回
家吃饭。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一传说
不无依据。

王阳明故居对面的龙泉山公园则
代表休闲。城区中心有这样一座小
山，不高不矮，十分难得。它好像城市
的“绿肺”，给市民提供接触自然，自由

呼吸的空间。如今，龙泉山是余姚人
休闲、散步、锻炼的必到之所。山中还
分布着中天阁、龙泉寺、吕文安祠、孙
忠烈祠、四先贤故里碑等多个文保单
位，是余姚人祭祀缅怀先贤之所。

其中，王阳明晚年曾在中天阁讲
学，并亲自题写《中天阁勉诸生》书于
壁上。明末，中天阁废为庵堂。清乾
隆二十四年（1759），余姚知县刘长城
在原址上扩大地基，落架重建中天阁，
创建龙山书院，使文脉复兴。1954
年，余姚著名爱国人士姜枝先等有识
之士曾在中天阁设“梨洲文献馆”，保
存了大批民间征集、捐赠的珍贵文物
和古籍，为余姚文献之邦延续“香火”。

府前路的华丽转身

三个互相连接的片区是阳明古镇
核心区，也是余姚“最老”的老城区。

古镇建设，暗含旧城改造的课题。
2019年11月3日，阳明古镇一期

项目开工，落点在府前路历史街区。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可以说“又旧又
破”，固然承载着历史记忆，但危房林
立也是不争的事实。

改造过程中，施工方最大可能采
用了修旧如旧的手段，在保证房屋安
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维护其历史面
貌。而为了明晰修缮完成后的功能定
位，阳明古镇项目从规划开始，就采用
了“运营前置”的思维。

据余姚开投蓝城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运营前置”是阳
明古镇后来能够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以往的传统历史街区开发，往往
会受到片面价值目标的驱动，重点关
注外观风貌，对后续运营缺乏长远规
划，导致在运营期间出现定位模糊、功
能单一、商业形式与人文氛围不相融
等问题。

而阳明古镇是由专业运营团队根
据产业内容与发展路径，反推物理空
间的规划与设计，成就可持续发展的
未来结果。

每一户入住的商家，都会收到一

份定制方案，是阳明古镇根据街区整
体的调性，给出的设计建议。这样一
种模式，使得大众看到的街区面貌拥
有相对一致的风格，店铺之间和而不
同，相融共生。

自2020年12月31日开街以来，
阳明古镇一期府前路街区恢复了往昔
繁华盛景，成为一条既能体验传统风
情，品味古城烟火，又能追寻时尚潮流
的历史文化特色街区。不同品牌特
色、不同价格梯度、不同消费体验，在
古典传统与现代时尚的交互碰撞中，
营造出好玩又好逛的沉浸式街区体
验。

“阳明IP”引导城市有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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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前路历史街区。记者 郑凯侠 摄 武胜路石板巷保存着旧日生活印记。记者 顾嘉懿 摄王阳明故居前的广场。记者 郑凯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