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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
浓抹总相宜”，白居易“最爱湖东行
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除了苏白
两任杭州刺史，无数文人墨客为西
湖留下了大量诗词，“钱塘风月西
湖柳”“西子湖边杨柳枝”“毕竟西
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千百年来，摇曳多姿的柳树
和烟雨朦胧的西湖，合在一起构
成的文化意象，形成的深邃文化

符号与文化烙印，已成为杭州这
座城市的特质。诗人笔下投注的
情感，普通百姓的生活足迹，城市
发展的历史变迁……太多时间与
空间叠加的印记，让柳树与西湖
在文化底蕴与民众情感上是共生
的。对杭州人而言，每一棵都是宝
贝，它们共同奏响着这袅袅千年
的绝唱。

西湖素有著名的“十景”之

说，“柳浪闻莺”就是其中之一，可
以说，没有了湖边垂柳，西湖也就
不再是从前的西湖。因此，我们也
就可以理解为何民众会对柳树换
月季有着如此强烈的不满与情
绪。并非月季花不够美丽，只是西
湖作为人与城市互动的公共空
间，西湖边的柳树承载了人们的
情感寄托，早已与民众的情怀融
为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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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柳树的命运牵动不

少人的心。在杭州相

关部门对西湖边景观

进行提升改造时，移

走 7 棵柳树换成了月

季花，引发了热议。随

后，有关部门连夜补

种柳树，并希望大众

对新柳树生长给予等

待时间。从“掘柳”到

“还柳”的纠正，颇有

一番柳暗花明之意。

一个城市的历史

遗迹、文化古迹、人文

底蕴，既是城市生命

的一部分，也是区别

于其他城市的重要特

质。随着社会发展，城

市更新已成为一个重

要趋势，在发展中，如

何处理新与旧、拆与

留、改与建的关系，是

城市更新过程中需要

回答的重要课题。

本 期 大 讲 堂 ，我

们和大家聊聊传承与

发展的关系。

对西湖柳换成月季事件，最激
烈的网友甚至从月季身上联想到
了欧洲花园，批判其文化入侵，不
伦不类。那么，西湖就真的容不下
几颗月季吗？我们在对文化传承的
过程中是否有创新的权利？

故宫大量的文创产品、宁波本
土的螺钿工艺作品、苏州评弹走出
国门、宁波走书的困境突破……文
化想要传承，它必然是受大众所认
可的，因为唯有流动的才是有生命
力的。所以，让“阳春白雪”之美走
进千家万户，除了需要大众欣赏水
平的提高，更需要有一些“平民化”
的改造。唯有让更多人感受我们的
文化美，才能激发文化自信，更能
增添平视世界的底气，也更能让我
们的文化更好地传承。

那么，改造的文化，是否还是
原文化？我们对文化的传承，是该

原模原样地继承以保留原汁原味
的风貌，还是该有发展创新地演变
以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我想这
样的争议，大约从不同的角度论述
都有十足的道理。

其实，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是
否契合，或许是其能否传承的关
键。

泰山不让土壤,才能成其大；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华
文化不傲四方，方能积其厚。在世
界经济文化迅速融合的现今，唯有
以包容的心态迎接不同文化的冲
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开启一种
文化共存的新局面，才能兼容并
蓄，长久屹立于世界文化之巅。

但创新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
原文化。不仅历史文化名城要保护
历史遗产，所有的城市也都有责任
保护记录本城市发展轨迹的历史

遗产。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一个城
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
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文化底
蕴毁掉了，城市建得再新再好，也
是缺乏生命力的。”在城市治理与
发展过程中，我们既不能一味强调
开发，也不要简单强调保留，而是
要兼容并包，在保护中建设，在传
承中发展，实现新旧文化的“大融
合”，进行精细化的“微改造”。既要
精心营造富有创意、精致便利的现
代空间环境，又要尽可能保留市民
美好的历史文化记忆。惟其如此，
才能增强城市文化底蕴，守护好城
市的生命。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
关情。

我们在守好西湖柳的同时，
也大可不必对那几颗月季喊打喊
杀。

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兼容并包与有容乃大C

人民网评价：闻过则喜，杭州
“不狡辩”。光明网留言：西湖掘柳，
将在日后被证明是一个不太美丽
的误会。甚至杭州市委书记公开致
歉直言：西湖换柳事件破坏城市自
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伤害
人民群众对杭州的美好记忆和深
厚感情，教训十分深刻。面对一边
倒的民意，有关部门行动迅速，直
面问题，及时纠正，值得点赞。

但，西湖换柳，初衷未必“坏”。
正像景区管委会说的，被移走的7
棵柳树与高大悬铃木相邻，长期以
来，悬铃木树冠压制柳树生长，使

其得不到充足光照，老化、空洞、倾
斜现象严重。出于对适地适树原则
和树木生长特性的尊重，当地管理
处作出移柳决定。

当专业、理性的城市治理措施
遇上共情、感性的文化根脉守护，掀
起了一浪舆论高潮。似乎，城市的发
展与文化的守护带有一些天然的矛
盾属性。新陈代谢、老旧交替，是否
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必然趋势？
不知当年，苏公在西湖修筑堤坝时，
也是否遇到过类似困境？

我们深知，城市治理关乎一个
城市的整体面貌与未来形象，是城

市快速发展的重要抓手。故此，我们
常常把城市的发展与文化的守护作
为一个两难的命题去反复探究。殊
不知，城市本身就是历史文化现象。
城市文化是城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形成的价值理念、行为准则、信仰
体系、思想观念等的总和，是城市发
展的动力源泉和精神品格。所以，城
市治理与文化守护并不是对立面，
而是相辅相成的。在城市演进过程
中我们可以聚焦于与城市化进程共
生的文化遗产保护复生。正如，当年
苏公修建的堤坝融合为西湖文化的
一部分。

公众情绪的背后是城市治理与文化守护B

西湖柳树的底色是文化底蕴与民众情感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