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峰：身怀敬畏之心 对话历史名城

2024年，九动梦工厂开园，启动仪式上请
来了老厂区的老职工们跳起了时代的舞蹈。
人们可以在熟悉的红砖房之间看见铸铁牛、
奔马雕塑，也可以在其间找到咖啡厅、博物馆
等现代元素。

时光是流动的，在这里连成了线。
项目初期，石峰作为专家组成员到场，

“我当时告诉他们，老厂房我们要保留，怎
么保留？不是去拆掉建新的，还是在旧的
上面改造，用‘织补’的方式，用绣花功夫去
修，同时还要保护包括古树、水塔、碑刻等
环境要素。”在石峰看来，虽然在某种程度
上推倒重建比“修旧如旧”要简单，但是历
史建筑需要的就是这种“费劲儿”，只有带

着这种“费劲儿”才能真正把历史文化留存
下来。

经过建筑修缮和环境提升，民生改善与
历史文化相得益彰。近年来，九江下“绣花”
功夫，对街巷的基础设施进行保护性修缮、对
闲置的历史建筑进行活化利用，既留住街巷
肌理，又让老街在时光流淌中芳华依旧。石
峰说，在城市更新中，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
承与发展的关系，是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时
代新课题。“老街古建的修复要坚持一个‘真’
字。”用“绣花”功夫，保护古建筑、古民居真
实、完整的历史信息和环境，让每个历史痕迹
和生活记忆都有生动留存。

石峰发现在庾亮南路的修道院旧址开

了一家咖啡店，“我伸头往里瞧了瞧，那天
正是下午六七点，天上下着雨，有穿着校服
的学生在看书做题，有人在安静地玩手机，
外面雨点淅淅沥沥，梧桐树叶掉了一地。
向远处深望，是大胜塔的塔尖。我突然觉得
我们做的这些事很有意义，于今天、于未来，
皆如此。”

历史文化名城的意义不仅在于历史，更
在于未来。“未来是什么样子，有山水如斯，有
人文如斯，必定是文章留尔雅，江流九派通。”
石峰说，我们保护的恰恰是曾经发生和正在
发生的生活故事，它们生动有趣，又充满着人
世炊烟，如同一江春水，满溢着九江城和城中
人的故事，川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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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光阴故事，为我所爱”
石峰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有人说他是

九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掌舵人”，有
人称呼他为九江的名城专家学者，他给自己
的定义却很简单，“我就是一个名城守护人，”
他露出谦和的笑容说，“九江就是我的家，在
这老街上走一走，品味一砖一石、一房一瓦、
一街一巷，聆听光阴的故事，邂逅历史的变
迁，是我所爱。”

石峰，现任九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
级巡视员。2019年，他主动请缨，从文化部门
调任住建部门，主要承担起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的申报、保护和传承工作。这正是九江申
报最重要、最关键时刻，他带着从各单位抽调

来的一个小团体，不分昼夜投入到紧张的工
作中去。

接到任务初期，他顿感压力，“央视曾经
这样评价我们：‘在中国无数的山水间有这样
一座城市。堪称地理形胜的教科书级存在，
它北临长江，南依庐山，环抱中国最大的淡水
湖鄱阳湖，如此名山大川汇于一城，放眼全国
也当得起独一无二。’九江的魅力毋庸置疑，
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九江都和历史
文化名城桂冠失之交臂。”石峰说，“因为历史
原因，也因为九江历史中多次水患肆虐、战火
不断，九江遗留下来的文化遗迹不多，历史价
值不高。在上世纪国家公布的三批城市中，

我们没有赶上车，随着时间推移，申报的办法
也发生了改变，‘成熟一个，审批一个’，随着
各地申报热情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石
峰说，“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不叫创建，只是申
报。不仅要看这个城市有什么‘家底’，还要
看为保护传承这个‘家底’做了什么。”

九江的历史文化价值无人质疑，却困于
遗产的遗失、损毁等原因，就真的没有办法夺
下这个“金字招牌”吗？那段时间，石峰时常
陷入沉思，他请教专家，拜会相关部门，去了
别的城市取经，开启了与名城的“对话模式”，
不亦乐乎。他时常半夜醒来，回忆着白天在
城市道路中行走的情景。

□ 本报记者 周慧超

见到石峰时，他正结束内蒙古包头市历史名城考
察学习团来浔期间的陪同工作，“主要任务就是介绍
我们九江的历史文化，分享我们‘摘牌’的经验。”石峰
介绍说，像这样的兄弟城市考察团队，仅今年十一月
份就有五六批。为什么这两年会有这么多城市慕名
而来？一是冲着这座城市来的，九江因名城申报工作
火出圈了；二是冲着石峰这个人来的，在业界他是名
副其实的“实操家”，他多次受邀在全国各地培训授课
的经历，让各地心怀“名城梦”的人都想来九江听他讲
九江的名城故事。

自2022年3月28日，国务院批准九江正式成为
全国第14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已经过了两年多。
在近一千个日夜里，九江城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檐角交
错的楼宇间，一些改变正在发生。而与此同时，有一
群人却正在控制着“改变”的发生。他们极力让老城
的变化更加细微，让大家回首望去，山还是那山，水还
是那水，街还是那街，人也还是那人。

“九江的美，不仅在于具体的文物，而在
城市千年的风骨里，是明月松林的山风，也是
落雨如珠的江面。”石峰说。

“为什么针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务院
是成熟一个审批一个？这正是因为，城市和
人一样，不同的城市气质不同，天下没有两个
完全一样的城市，正如同没有两个完全一样
的人。九江的气质，决定了我们不用和前面
批复的城市一样，走他们的老路子，我们历史
文化就在自己城市的炊烟里。”他说，九江是
司马迁“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的科考之
地；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归
隐之地；是李太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
河落九天”的揽胜之地；是白居易“同是天下
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左迁之地；是周
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为政

之地；是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的哲思之地；是黄庭坚“桃李春风一
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乡愁之地；是毛泽
东“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的登
高之地。

这样的城市，让石峰倍感自豪，没事的时
候他很喜欢去庾亮南路走走，和其他城市的

“老街”相比，这条路显得没有那么“扎眼”。
“这就是他本来的样子。”石峰说，“符合我记
忆中的模样，也符合老人印象中的模样。”在
庾亮南路的改造中，他们选择拆去围墙和遮
挡，把原本“养在深闺”的生命活水医院住院
部旧址和同文书院旧址“亮”了出来，把原本
被高楼遮蔽的大胜塔给“透”了出来。

在庾亮南路历史文化街区仅有的0.37平
方公里上，串起了多处历史遗迹：始建于南朝

的能仁寺大胜塔、开办于清末民初的生命活水
医院和修道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建的
红砖住宅……古代、近代、现代历史层积，滋养
着这座千年古城，讲述着时光流转的故事，流
淌着岁月与乡愁，浓缩了中西风情。漫步其
间，每一步都跨过一段厚重的历史。

庾亮南路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成了九江
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有力支撑。“历史文
化保护工作，不仅要保护‘古代’的遗存，还要
保护近代和当代的建筑。这些东西是有生命
的，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而城
市的发展是动态的，是流动的，它会沾染上各
个时代的气息，是线性的、贯通的，而不是一个
点、孤立的。我们如果把那些看似老的、破的
东西拆了，去重建一些既不古也不新的建筑，
那就和历史文化保护的精神背道而驰了。”

“守护千年文脉，乃我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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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城市记忆，是我所愿”

石峰多次受邀在全国各地培训授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