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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古城 年寻回历史韵味
阴记者 陈静 文/摄

风起东海———舟山这十年人文系列报道

古宅在工匠手中焕发新的生命和光彩

清晨，位于定海东管庙弄的王顺成住宅便热闹起来。叮叮咚

咚凿击声、吱吱嘎嘎的锯木声，以及说话声、脚步声、机械声汇成

一片，让这座沉寂多年的宅邸透出难得的人气来。

来自安徽黄山市徽乡古建公司的几位工匠师傅正在忙着各

自手头的活计。踩着稍显沧桑的木质楼梯来到二楼，头戴安全帽

的工匠程有华正弓着背使劲锯着一根椽子。木屑纷飞，空气中飘

荡着木料特有的香味。他很专注地工作着，毫不关注扬起的粉

尘，仿佛对手头木料的关心胜过周遭的一切。

喊了两声，程有华才回过神来，抱歉地笑了笑。“这木料不好

找，马虎不得啊。”他说，别看这些屋椽外形普普通通，却是特意

寻来和旧屋椽同样的材料。古宅修旧如旧的精髓，就体现在这样

的细节中。“椽子就是房子屋面的骨架，虽然最终会被盖在瓦片

下，不是细心观察未必能注意到，但是修复古宅就像制作一件精

美的艺术品，细微处尤其需要关注。新换上去的椽子，必须经过

画样、刨边、修圆、裁榫这几道工序，制作成与老屋椽同样长短粗

细才能使用，一点也马虎不得。”

程有华是徽州人，从事古建筑修复工作多年。他说，舟山的

不少老宅与徽派建筑风格相近。“无论是之前的许氏民居，还是

王顺成住宅，都属于海岛特色民居与徽派古宅的融合，所以修复

工作对我们来说还算得心应手。”

长年从事大木构建的木匠徐荣祥此时站在离地六七米的房

梁上，一边调整檐口，一边自豪地说，自己从业39年，修过的古宅

数不胜数。定海的这些古宅，形制精美，都是上等建筑，一般的木

匠未必能做修复工作。他告诉记者，在王顺成住宅的修缮中，除了

修补破损的地方，还需添加护栏、门、窗等多个部分。“这栋宅子不

一般啊，整体都是榫卯结构，几乎看不到一根钉子，就连那些拆下

来的木门、木窗，通体都是榫卯拼接而成。一扇长窗或者景窗里，

有数百甚至上千个榫卯，要想复原，非常考验木匠的功力。”

现场负责人胡剑涛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长期从事古建筑修

复工作的老师傅，他们已经陆续对定海的其他几幢古宅进行了

修缮，尽量恢复其原材料、原工艺、原做法的历史原貌，以展现定

海古城的历史沧桑感。“现代的工艺很难做出古建筑的韵味，所

以我们在开工之前，特意去了解定海古城其他完好古建筑的风

格特点，在修缮过程中尽可能复原古宅原貌。”他说，古建筑的修

缮工作，有着深沉的历史文化沉淀，需静得下心来。“修缮一座古

建筑，需要木匠、瓦工、泥水匠、漆工等多个工种通力合作，耗费

数个月才能完成。”

“激活”的舟山名人成为海洋文化“代言人”

在定海，像王顺成老宅这样的古民居还有不少，有些还是名

人故居。修复这些古建筑，正是定海城近10年来寻回历史韵味的

重要一步。而被修复的这些古宅，也正发挥着特别的作用。

西大街89号的蓝理纪念馆，便是一幢典型清代建筑，曾在民

间被称为蓝府大院，是清朝康熙年间定海总兵蓝理的家族后裔

居所。迈入纪念馆，一座古色古香的门楼便映入眼帘，院内铺地

的整齐青石板、栩栩如生的浮雕散发着浓郁的古朴气息。

作为市级文物保护点，2018年6月，定海正式启动了蓝府大

院修复工程。市博物馆原馆长胡连荣曾参与修复工作，他说：“修

缮工作涉及蓝府大院的地面、墙体、排水管等，在排除房屋结构

安全隐患的同时，保留了蓝府大院原本的格局风貌。”

根据蓝理的生平事迹，纪念馆按照“勇定”“善治”“承扬”三部

分内容布展，重点展示了蓝理在定海任职期间展复地方的功勋。

展厅采用了文物、图片、史料和高科技手段相结合的展示手法，采

用全息透明屏、3D立体模型，更加生动地展现蓝理的事迹。“如今，

蓝理纪念馆与附近的舟山名人馆、祖印寺等文化地标连点成片，

成为定海古城中西大街历史文化展示的新亮点。”胡连荣说。

胡连荣告诉记者，因为自己就住在周边，所以长年关注着周

边老街、老宅的变化。他形容自己就像“定海的守望者”，紧紧守

望着这座千年古城。“10年来，定海的名人故居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批古建筑的保护修缮工作相继启动，与周边环境整治融合在

一起，重塑城市鲜活的故事和记忆。”

距蓝理纪念馆不远，是定海总府路的舟山名人馆。2014年底

正式开馆，展示的36位舟山名人，涉及政界名士、军界名将、商界

奇才、学界骄子、布衣国士等。定海城正是通过古人、故事、古城

的结合，全方位展示其1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走过的足迹，为市

民和游客构建一座富有历史底蕴的精神家园。

例如朱占山故居，修缮后重新“激活”，成为历史文化遗产和

舟山民宿的结合体，其中的一件件老物件，串联起舟山的海洋文

化和民俗文化。还有王克明老宅、王顺成住宅、刘坤记大院、刘鸿

生故居等，这些具有百年历史的古宅被陆续修缮保护，也让定海

与名人后裔们有了更多交流互动。

如今，定海正启动古城微改造行动，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

基础上，开始全面推进定海古城保护和活化利用，让古城焕发新

的生机。

让古城历史文化底蕴成为经济发展推手

以前，到舟山旅游，很多人都是冲着朱家尖、普陀山去的，但

这10年间，越来越多的游客把目光投向定海古城。

“走在中大街的石板路上，就像在倾听上个世纪发生在这里

的故事，然后沿着人民中路一直往北走，有一家岛上书店，特别

适合喝一杯咖啡，然后翻看一会儿书籍。记得有一次来定海旅

游，正好遇上下雨天，看着老房子屋檐滴落下来的雨滴，那种徜

徉在古城的历史感就更浓郁了。”上海姑娘叶子经常在假期来舟

山，她说，最近几年，定海古城的味道确实浓厚很多，尤其是舟山

鸦片战争遗址公园，和小时候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今年7月，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经过半年优化提升后重新开

放。这是10年里，这个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历的第二次重

要“升级”，突出了“鸦片战争首战地，近代史端定海城”这条主

线，通过沉浸式剧场，还原历史场景。馆长王和平告诉记者，此

次，馆区布展格局及展板内容作了较大规模的调整，以全新的视

角和手段展示定海两次抗英保卫战的悲壮历史。

从舟山鸦片战争遗址公园的 1840广场走上东海云廊竹山

段，“竹山不能不走的英雄路”10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定海历史

上发生的13个重大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被一一刻在地上，它向

游客展示定海历史上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还是海上丝绸

之路重要的起始港与中转站。现在，每到节假日，这里必然成为

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景点。

在定海，旅游热度持续增高的还有周边古村落。“节假日，尤

其是春天李子花开的季节，金塘街头随处可见外地牌照的车辆，

游客来这里就是为了一睹‘白色花海’的震撼美景，来了必然到

柳行古街感受一把历史韵味。”在金塘柳行经营民宿的胡佳慧

说，不少村民依靠游客流量做起了小生意，“旺季的时候收入不

错嘞。”

随着近几年露营经济的兴起，定海的不少岛屿也成为游客

心驰神往的地方。“今年十一假期，本想去定海东岠岛的露营基

地体验一把，没想到房间早就被预定一空，只好下次赶早了。”来

自宁波的游客王皓略有些遗憾，但是小沙的三毛文化园给了她

不少惊喜，“有书屋、有餐饮、有民宿……没想到定海还有这样的

宝藏之处。”王皓在舟山读书的时候曾去过小沙，10年后，带着家

人再次来舟山旅游，没想到变化如此之大，下次要到小沙的民宿

居住几天。

这10年，定海古城的名气不断扩大，而历史、民宿文化的研

究，为古城的发展增加了文化底蕴。随着定海古城“微改造”的推

进，定海古城的传统历史文化底蕴将逐步提升，我们将更完整地

感受定海古城的历史文化记忆。

海洋历史文化名城定海，曾是舟山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在2011年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中，古城840余处文物建筑完成登记。与此同时，

随着城市的建设、扩容，一些文物古迹被掩盖在新

的街区建筑之下，让人不禁扼腕叹息。保护古城的

历史文化遗产任务迫在眉睫，如何让古城遗迹与城

市发展和谐共处，成为城市管理者最重要的考量。

10年来，定海古城承载的一段段精彩故事被

不断挖掘、演绎、展现。从一条条定海极负盛名的老

街到一家家百年老店，从一块块青石板到一幢幢名

人故居……众多的历史遗迹与现代街区融为一体，

让舟山传承千年的海洋文化愈加精彩。

本版照片为定海古宅及其修复工作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