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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遗产是具有独特风貌特
征的城市肌理和空间。对上海提
篮桥犹太人保护区，阮仪三也有
着不一般的情感，他甚至认为，这
应该是所有上海人的骄傲。

2002年的时候，这个地块上
的建筑考虑成片拆迁，听闻后，
经过细致调研，阮仪三当即给市
领导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建
立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重要
性。“我在2002年11月写信，很
快，到 2003 年 1 月 1 日，上海提
篮桥犹太人保护区被列为上海
历史风貌保护区。”这是上海市
第 12 块历史风貌保护区，也是
面积最小的一块，就是这么被保
了下来。

在二战的漫天烽火中，一波
又一波的排犹浪潮中，犹太民族
仿佛惊弓之鸟，四处寻找能提供
他们暂避风雨的港湾。唯有在遥
远的东方，有一座叫上海的城市
向他们张开了自己的臂膀，接纳
了数万犹太难民，其中的绝大部
分后来在一个叫提篮桥的地方度
过了一段充满艰辛而又不乏温情
的岁月。那里，犹如漫漫长夜中
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他们的心灵。

“来上海避难的3万多犹太
难民中，没有一人是非自然死
亡。从历史上看，当时的上海是
除以色列本土外犹太人最大的聚
居地。”阮仪三说道。

后来，以色列驻沪总领事

Lan Maor对阮仪三说：“我们所有
的犹太人纪念地，都是反映犹太
人遭受的压迫、杀戮和悲惨命运，
而唯独这里，反映的是和平与友
谊。”这一句话温暖阮仪三的心田
许久。再后来，阮仪三当顾问的
一本书《提篮桥的过去与现在》要
出版了，他请这位总领事写序。
在总领事的建议下，书名改为了
更点睛的《提篮桥——犹太人的
诺亚方舟》。

而今，犹太人的后裔时常会
来此边寻访边回忆，一路指点着
老房子，回望当年的点点滴滴，这
也使人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保护城
市遗产的重要意义。“我们作为中
国人应该感到很自豪。如果大家
有机会去以色列游览，你不妨亮
出身份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上海
人，他们肯定对你非常友好。”阮
仪三笑言。

“所以，乡愁乡愁，没有‘乡’
哪来的‘愁’。要留住乡愁，留住
这些历史建筑物，不光是留住高
楼大厦，留住那些皇宫别墅，而是
要留住我们自己真正的房屋和记
忆，让历史可以读取。”在阮仪三
看来，建筑物就是历史的重要记
忆，而这些历史的记忆又跟生活
密切相关。正是它留存了这些历
史的记忆，才使我们有了乡愁，保
住了文化。

无论当下还是未来，保护古
城古镇古建筑方面，还应有一些

基本的遵循。阮仪三说，要多懂
一点历史，少造一点假古董。不
提倡“返老还童”而是要延年益
寿，不能违背“原真性”的原则。
同时，历史文化遗存是连同其环
境一同存在的，保护是一个整体
的概念，建筑与建筑、建筑与环
境、建筑与人、建筑与历史，都是
一个整体，不能单独保护一栋房
子，还要保护其周围的整体环境，
这样才能体现出历史的风貌。

“我这一生保了很多古城，有
的是成了，有的是败了。”阮仪三
这样感叹。著名作家冯骥才评价
说：“那么多历史遗存今日犹在，
是他直接奋斗的结果；那么多历
史遗存不幸消匿，也曾留下他竭
力相争的痕迹。”

“保护我们共同的城市文化
遗产，就是维护我们的中华文
化。请大家一起来保护城市遗
产，振兴中华文化。我们的责任
不轻。”阮仪三说，在欧美各国，
城市遗产保护是政府主管的事，
同时也是全民的事业，民众的力
量占了很大的份额，希望我们的
民众也能焕发自觉，尽可能地留
住一些过去的风貌、样式、遗址，
留住我们城市文化的根，它们的
存在就是在新时代创造新建设
的拥有传统文化的温床和土壤，
要保护，还要传承，为继承和发
扬祖国优秀文化做出自己应有
的贡献。

请大家一起来保护城市遗产 振兴中华文化

“都市文脉守护者”阮仪三：保护城市遗产 振兴中华文化 我 们任重道远

要留住乡愁，留住这些历史建 筑物，让历史可以读取

在阮仪三的工作室里，有许
多锦旗和文墨牌匾，显然，这只
是“冰山一角”。上世纪 80 年代
开始，阮仪三先后促成了平遥、
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
护，因“刀下救平遥”“以死保周
庄”等果敢行为而享有“历史文
化名城的卫士”“都市文脉守护
者”之誉。

“1960年代，我们走访了许多
古城，还是亲眼见证并记住了许
多了不起的建筑；再见古建筑大
片大片地被拆时，自然感到万分
心痛。”在阮仪三看来，除了战争
对建筑的破坏，“火烧阿房宫”等
是改朝换代封建思想下做出的不
科学事情，但岁月的更迭，现代人
也没少做混帐事情。

1980年代初期，因对建筑保

护的观念比较淡薄，“一年一小
变，三年一大变”“要想富，先开
路”“汽车一响，黄金万两”等思想
的灌输下，“建城”之风四起，庞大
的推土机轰轰烈烈，对于古建筑
没有基本的怜爱与疼惜。那些简
陋的现代化现象，加上一些地方
官员只求个人政绩的想法，古城
古镇正遭受着肆意地破坏，这让
阮仪三心急如焚。

“为什么不能用欧洲的方式
来保护我们的老城市？我们也
可以在一块新地方去建设新城，
老的留下来不要去动，慢慢规划
改造。这些东西如果在我们的
眼皮底下全部被毁灭了，我们是
无法向后人交代的。”阮仪三说
道。

1980年时，阮仪三带学生到

山西省做规划设计，平遥正准备
在 古 城 中 纵 横 开 拓 几 条 大 马
路，开辟城中心广场，建设新的
商业大街。被这个“宏伟”计划
吓 坏 的 阮 仪 三 第 一 时 间 赶 到
时，古城西部已经开始动工，
100 多座明清建筑已被拆毁，城
墙也出现了大口子。为了拓宽
马路，道路两旁的民居也似是
在劫难逃。

他强烈要求平遥县政府马上
停止这种破坏性建设，他以免费
重做规划为条件，才暂停了施
工。但当地官员认为阮仪三这个
小小的讲师简直就是在阻碍平遥
的发展，对之态度甚是恶劣，但阮
仪三不在意。在争取到一个月时
间内，阮仪三不仅做出新的城市
规划，更是直接跑到北京搬救兵，

将保护古城的规划方案和梳理出
的古城价值全部直呈。

平遥的建筑很有韵味，城墙
是后周时候建的，凸出部分叫马
面，马面顶上的部分叫窝铺，城上
矮墙叫城堞。一圈城墙，3000个
城堞，72个马面，72个窝铺。阮仪
三说，中国人做建筑做设计，都是
按规矩来的，孔夫子三千弟子，七
十二贤，就这样来建造的，这是中
国最完整的城墙之一。此外，平
遥还有镇国寺、双林寺，以及成片
完整的明代民居等。

“因此，要保护平遥，我的办
法是，必须找到能保护古城的
人。”阮仪三向罗哲文和郑孝燮两
位权威专家汇报了平遥的情况和
自己的设想。其中，郑老是建设
部总工程师，罗老是文化部文物

组组长，他们的出面终于“敲山震
虎”。之后，一笔8万元修缮古城
的经费也落实了。郑孝燮先生当
时就称阮仪三平遥历史名城保护
规划是“刀下留城”！

实际上，阮仪三的规划，就是
“古城不动，新旧分开，合理发
展”。说来也简单，但他发现，真
要实施，全县上下从县长到技术
人员，连基本的“单行道”都没有
一人懂。为此，他自己办了个培
训班，学费一分钱不收。最终，平
遥古城被完整保存下来，成了世
界文化遗产，现在，每年有几十万
人去那里旅游。阮仪三可谓把平
遥带向世界的大功臣。从此，这
段“刀下留城救平遥”的经典故
事，也开启了阮仪三“古城卫士”
的生涯。

“刀下留城”挽狂澜于既倒救文物于危难

改革开放的春风进一步助
推革故鼎新。新的观念、新的
研究方法、新的保护技术和手
段，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的概
念，都让中国进一步打开视
界。“事实证明，提高人的意识
是关键，只有打开视界，以开放
心态学习先进和现代文明，思
想认识达到一定高度时，保护
的思维才能真正树立和转变。”
阮仪三如是坚持。

他认为，保护古城很重要
的一点是要把原住民留着，把
那里传统的生活方式留下来。
这正应了那一句：你站在桥上
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
你。

阮仪三的“江南六镇”之所
以能够保护下来，与其自筹资
金，把当地的头头脑脑带到欧
洲转了一圈不无关联。虽然，
他付出了许多金钱上的代价，
但他庆幸，这些人的脑筋终于
变通开窍了。他们自己也感到
庆幸了，差一点就要糊涂到把
自家的宝贝亲手毁掉，这悬崖
勒马来得太及时。回来之后，
大家的口号悄然变成了“保护
古镇，建设新区”。

乍一看，“江南六镇”都是
小桥流水人家，但阮仪三说，那
是你没认真看，此小桥非那小
桥，此流水也非那流水。比如，
乌镇都是水阁房，就像唐诗里

讲的，“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
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
多”；周庄则多是水巷，叫水弄
堂，“家家踏级齐入水，户户门
前泊舟航”；西塘又不一样了，

“满镇萦廊骑满墙”，整个镇子
全部是用廊子连起来的……

而今，那些古镇那时的镇
长虽早已退位，但阮仪三的帮
助也让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
的大好事，这样的恩情，自不敢
忘，每年，这些人总还是坚持上
门为阮老拜年。

阮仪三最是欣慰的是，这
些比较出名的保护实践，最积
极的作用在于国家后来出台了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政策
法律规定，这就为更多的城市
遗存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科
学观念。

此后，由于同济人多年来
在城市遗产保护上的重要作
用，在建设部规划司和国家文
物局的建议下，同济大学设立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
心”，先后完成了50余个著名城
市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像河北山海关城和湖南风凰城，
都是由于中心的规划和协力保
护而成为我国第100名和101
名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至于自己生活、工作的上
海，城市里也留有丰富和珍贵
的历史遗产。1990年代起，阮

仪三陆续做过外滩、南京路及
老城隍庙地段等保护和规划。
前两个按照阮老的方案执行
了，城隍庙的则没有。如今，每
每漫步于外滩，总让阮仪三心
生赞叹：那是一种新与旧交相
辉映的美。

“一边是上海总会、汇丰银
行、上海海关、友邦公司、和平
饭店（沙逊大厦）……这些被誉
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
一边则是黄浦江对岸新式建筑
的崛起。”阮仪三说，外滩是上
海也是我国近代外来建筑形式
最集中的地方，因此，外滩规划
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留存完
整的历史风貌。

“我们把这25幢大厦定为
文物保护单位，是不能随意变
动的建筑。为了更好地利用这
些建筑，上海的专家还给每个
房子认真做了鉴定，并给每个
房子设计了修整方案，如今看
来，上海的外滩是全国保护得
最好的历史文化建筑之一。”阮
仪三说，当时，有很多房地产商
想要进来建高楼，我们坚持，外
滩的历史建筑群不能插入新建
筑，上海外滩的空间轮廓线不
能被破坏。“他们请我给房地产
商做建筑讲座，说完人家问‘那
你 的 意 思 就 是 叫 我 们 不 要
来？’，我说‘老外滩不欢迎你们
来’。”

只有打开视界 保护的思维才能真正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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