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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寻踪

◎ 记者 王 珏

讲一个城市光影里的故事

一

在这场展览的海报上，写着“山水认

知 遗产活化”。

在海报的右下角协办单位上写着：

中国美院南特设计联合学院、浙江工业

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浙大城市学院艺

术与考古学院。

这是一群年轻人对这座城市的不同

解读，这种解读本身带着创新与传承的

属性。

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

在城市时光斑驳的光影之中，穿梭在无

数人生活堆砌的空间里。如今在这座古

老的宅子里，他们用他们的眼睛架构着

这个城市不同的面貌。

在展览的序言中写着：杭州，著名的

历史文化名城。以拥有三处“世界遗

产”，众多门类齐全的文物文化遗存，享

誉世界。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公布了第一

批历史文化名城，其中包含北京、南京、

杭州、苏州等 24 座城市。40 多年过去

了，杭州从古都名城到世遗名城，再到创

新活力之城，我们在看到繁华的同时，还

可以看到杭州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文化底

气和山水性格。

这40年，是一座城市的觉醒，也是一

群人的觉醒。这一群人里有专家学者，

也有城市架构者，更有年轻的力量一起

推动着城市发展的车轮。

就像 18 年前的《运河人家》一样，老

师带领着学生认识一座城市。就像土地

滋养的土地上每一棵禾苗一样。这是文

化的传承，也是生活的传承。城市文化

与城市里的人，相互滋养，共同成长。

这样的一个展览，是城市文化与年

轻生命共同完成的作品。

二

这次展览三个篇章：再写运河生活、

宋韵老字号品牌重生计划、西湖石质史

书，都不是突然出现的研究课题。

“其实我们一直有在研究文化遗产

的保护。随着对于课题的研究，我们更

希望可以从对物的保护转向对人的保

护。这也是我们在做大河造船厂这个课

题时想要去表达的。我们怎么用遗产来

讲故事，然后如何去影响当下的生活，这

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重现运河生活课

题指导黄晓菲老师这样说。

“对于品牌的研究本身就是我们专

业的一部分，这个命题刚好跟我们之前

的研究很契合。更加好玩的是，除了对

品牌本身的研究，它还包含了一个新的

转向，就是要让这些老字号能跟当代的

生活相结合，实现品牌的转换。而且。

正好可以让同学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命

题，对宋韵文化有一个更加深入更加系

统的了解。”浙江工业大学的朱吉虹老师

这样说。

“城市学院是杭州自己的大学，对于

本地的考古，它有着不同的责任和义

务。今年是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考古学系

开设的第三年，他们也一直在探索考古

和城市文化的关系。”这次带领浙江大学

城市学院考古学系的学生去认识这些石

头上的杭州史的魏祝挺老师这样说。

传承不是始于这次的展览，而是自

然而然的发生在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的

脉络中。而这个展览，是于这沃土之上

盛开的一朵鲜花，平添一抹城市鲜亮的

颜色。

三

相对于 18 年前的《运河人家》，如今

的运河两岸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大河造船厂，就像是运河边时光遗

落的空间，在新生活的推动下，即将重新

拉开序幕。针对大河造船厂的改造，填

满了年轻人对于生活的想像。

对于这个篇章，这群年轻人是这样

阐述的：关注公众共同参与下的遗产再

利用，以及遗产地新社区与新移民的文

化身份构建。我们将对过去的理解应用

于当代设计和未来文化。

于是，他们将空间当作讲述当地故

事的交流媒介，人们通过身体感知与空

间对话。试图使废弃的工厂成为文化体

验的新场景和遗产地的新生活方式，让

地方文化在城市空间中得以复兴。

再去感受宋韵老字号沉淀了千年的

醇香。无论是杭州西兴竹编灯笼、傅官

人牙刷铺，还是雕版印刷的再设计、宋

朝玩具的新生力等。也正如这群年轻

人所说：因市场需求多样化，而日益激

烈的商业竞争，激发了人们的促销创意

商家的宣传方式，从包子到招牌再到商

业传单一步步升级，从中清晰可见现代

品牌营销的雏形。如今我们要把这种创

意延续下来，通过挖掘知名的“老字号”

品牌背后的城市历史与美学内涵，带领

参观者穿梭浩瀚的时空长河，近距离沉

浸式的体悟，充满烟火气息的城市，商业

审美，追寻杭州古城独特且丰富的历史

印记。

还有那些在西湖群山中寻找到的西

湖石质史书。这些散落在杭州城周边山

林里的 1000 余处西湖历代摩崖石刻，正

是1000多年杭州西湖景观与城市发展史

的实物见证。在对于这些历史遗留痕

迹，这些年轻人寻找历史人物的足迹，还

原历史的时光片段，畅想历史与城市的

关系。

如果可以和吟游题词的古人对话，

你会聊点什么或是问些什么？这些石质

史书上的故事哪一个最精彩？假如你也

可以在西湖的山石上留下题刻，你会留

下什么样的文字？这些年轻人用自己的

思考串联起城市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从来不是一座孤岛，城市也是。

这些年轻人通过对历史遗留文献的梳

理，碎片化信息的整理，遗存物件的打

理，在这样一场城市寻踪的展览里，展示

了城市的不同侧面。

四

展览的尾声有这样一句话：回到故

事的起点，回应年轻的视野。

年轻是什么？是一片荒原上一岁一

枯荣的一抹新绿，是一条大河中新注入

的春雨，是一座城市的更多新的可能性。

如果说摩崖石刻是对历史遗留物件

的保护与传承，对于宋韵老字号的重生

应 该 是 对 历 史 遗 留 文 化 的 挖 掘 与 创

新，那么对于大河造船厂的创想，应该

是对历史遗留空间的叙事与重塑。这

里有“实”的实践与探索，也有“虚”的

老字号挖掘，还有虚实结合的叙事工

程。这呈现了城市文化发展的不同方式

与渠道。

城市寻踪，是被寻找着的人，也是被

寻找着的生活。就像18年前一群学生通

过走访记录运河人家的生活面貌，实践

对于城市文化的探索。如今一代又一代

的年轻人，在学习中完成对于一座城市

最初的想象与架构。也正是这一代又一

代的年轻人，赋予了我们的城市越来越

年轻的力量。由此，城市文化这条长河

才有“源头活水”，以及不断完善自我环

境对完整生态。

这次由文林文物局主办的“城市寻

踪”展览是一次尝试。用当代的年轻视

野，来观察杭州的山水真相，用当代年轻

的语言，来阐释他们心中遗产的活化。

让同学们在大地上阅读历史，转化资

源，是教育传播手段的一种创新尝试，

更是传承中华文明的新探索。同时，让

这种创新和探索更加具象的成为城市的

风貌。

18 年前，一个名叫张河的

人，接受了一群年轻人的采

访。

当时张河18岁，父亲是在

运河上跑船的船工，一家人都

生活在运河上的一条货船上，

所以父亲给他取名单字一个

“河”。

这群年轻人是浙江大学

城市学院 2001 届广播电视新

闻系的学生，他们在创作一部

名为《运河人家》的纪录片。

在这部纪录片里，有生活

在运河上一家人日常的生活，

也有一个 18 岁的年轻人想摆

脱生活现状的困惑。

不同的年轻人，对于这座

城市，对于这段运河，有着不

同的理解。城市的文化就像

这条流淌了千年的运河一样，

滋润了不同人的生活，也传承

了不同的文化形态。

日前，在小河公园的这一

场名为“城市寻踪”的展览中，

光影交错着的，是一个悠长悠

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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