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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晨,站在街区的路口，看着阳光一点点地吞噬掉空气中

的雾气，居民们陆续地走出家门，几十年如一日地打理着早起

的生活：有端着尿盆、痰盂急走的；有微蜷着身子在街边漱口

的；有慌忙把自行车、电动车、缝纫机搬出屋外的，方才的那

片宁静，片刻间，被这亲切的喧嚣打破了。

街区里那些狭小的店铺前拥着人群，有正吃着的，有等着

的,小桌子上是南昌人熟悉的油条、豆浆、麻圆、猪血粉、拌

面拌粉、肉饼汤等，好不热闹。

这时再站到路口往巷子深处看去，早已看不到尽头，视线

被晾晒在竹竿和电线上的衣裳挡住了。起风的日子，那些轻质

的衣裳在晨风中起舞,婀娜的身段，让人看了，好不惬意。

街区里的生气并没被忙于生计的人们带走，一整个上午，

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提着篮子出门买菜的老人家总能在

小巷里碰见熟人，打上两句招呼,路边扎堆儿择菜洗衣的妇女

们，聊着家长里短。巷口总是能看见鞋匠、锁匠之类的手艺

人，带着老式的工具，成为这狭窄街道中的一分子。

临着午饭了，老人们佝偻着身子生起炉子来，那黝黑的煤

炉看上去已有些岁月了，浓浓的炉烟飘散在整个街道，不过转

眼间饭菜的香味弥漫了整个街区，那熟悉的家乡味在他们胸中

一点点地融化。

午后的阳光懒懒地洒在街道上，庭院中，街角处，洒在了

老人妇女围坐的牌桌上；阳光下的孩童们嬉笑打闹；猫儿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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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边慵懒地晒着太阳。

随着夜幕的降临，街区十几米外的商业街、步行街华灯初

上，街区中那昏黄路灯也已亮起；若再晚一些，昏黄的灯光照

在石板路上，那些回家的人们便可听到自己的脚步声，难得遇

上一个人也是行色匆匆地与你擦肩而过；也许在拐角处还能碰

见低声议事的男人。秋冬季节的夜晚还有人一边敲锣一边喊着

“小心火烛”，不禁让人联想起古代里坊巡夜的更夫，好似为

这街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街区，像一个永远开放的舞台，谁都可以是主角，是它给

予了我们主角的头衔，那我们是不是该有一点点的感恩之心，

去善待这些不起眼的街区呢？舞台的魅力在于它演出的内容，

但是随着世界的发展，舞台的内容也不断多样化。渐渐地，街

区这个舞台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剧本，人们追求的绿地、休闲广

场、汽车等等现代生活设施，与如此温暖的街区是那么得格格

不入。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要取而代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改

善这里呢？

最初，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头钻进南昌历史街区实地考察

和调研，回忆考察中的点点滴滴，只想要诚诚实实地作一个记

录、一个思考，对当前，对地方文化受到不断破坏和摧残的一

个反思。以客观存在的或即将消失的这些传统街区作为题材，

尽量客观真实地记述下来，便写成了这本书。然而，对于这个

复杂庞大的系统问题，我们也只是探索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视

角，带领读者去看待这个曾经熟悉现已渐渐陌生的城市、街

区、传统聚落。

角，带领读者去看待这个曾经熟悉现已渐渐陌生的城市、街

区、传统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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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历史街区与建筑保护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保护好

文物、旧城整体格局及传统文化，还要改善历史文化保护区内

居民的生活和环境质量。一座城市，它的历史是文化的象征，

是其灿烂文明的最好见证和世世代代人民的集体记忆。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传统民居、历史街区甚至文物古

迹，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成了城市快速发展建设的绊脚石；数千

年来形成的富有浓厚的人文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古老城区，就像

一块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今天眼前的这块鸡肋正

面临着环境危机、特色危机、文化危机……

这一切告诉人们，需要反思我们的城市设计规划、城市管

理目标、城市保护政策……

一个没有旧建筑和旧城区的城市，如同一个没有记忆的人

一样，因此，历史街区保护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和条

件，它是一种动态的城市遗产，承载着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

来。这注定历史街区的保护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复杂过程，

并最终要引导街区迈向永续发展之路。

序一

城市街区和乡村民居，不仅是个空间和地址，它是有记忆

和容颜的，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岁月的痕迹和视觉的

凭证，需要细节的支持和蛛丝马迹，哪怕一眼井，一棵树，一

块石……否则故人如何与眼前的景象相认？

历史街区与民居建筑，它是个有根，有物象，有丰富内涵

的信息体，它繁殖着记忆和情感，承载着人生活动和岁月的点

点滴滴。它的文化任务演绎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逻辑，

追溯每个人的成长、身世和精神基因之来源。

大地震和泥石流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在顷刻间将人们的生

活连根拔起，摧毁了人们记忆的全部基础。

现代的城市建设以大为能，建筑以新为尚，而熟悉的历史

街区与民居建筑正在被遗弃；城市的欲望无边无际，任何人只

能消费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没有人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老

人”和“地主”。现代化城市建设（轻轨、地铁、市政基础设

施），造成城市建筑与街区极不稳定，容易被更新，一切皆是

暂时的、偶然的，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

依赖和深厚的情怀。

不只是城市，我们的乡村也在沦陷，乡村精神体现出的那

种安详、宁静，袅袅炊烟中的生活美学和心灵秩序也变得空空

荡荡。因为乡村它更没有重心和保障，更缺乏自我保护和防护

能力。

没有记忆，没有身世，人何以确认自己？我们现在所面对

的、所经历的，以及下一刻将要发生的，都会成为我们雕刻的

时光。不变的东西太少了，慢的东西太少了，每个人都在向前

急行，而身后的脚印、村庄、街道，早已消散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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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昌 城 历 史 概 况

历史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提起南昌，人们会想到万寿宫，会想到王勃和《滕王阁

序》，会想到八一起义。

距今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原始先民在南昌繁衍

生息。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南昌，人类活动更加频繁，人口增

加，生产力得到发展。约在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国—夏朝，南昌当时的土著居民有

“三苗”之称，三苗为炎帝神农氏后裔，即后来的古越族。

在唐、虞、夏、商、周时期，南昌地域属古扬州之域。春秋战

国时期，南昌地域先后为吴、越、楚势力范围。战国时期，南

昌先民已掌握熔铁、铸铁技术和使用耐火材料等先进工艺。秦

代，南昌地属九江郡。秦代，南昌广修驰道，南征北越时，修

筑从京师咸阳经南昌直达岭南的驰道，沟通中国南北的联系。

早在6000多年前，南昌就建立了若干个原始居民点，

3000年前，南起青云谱、北至艾溪湖，这一弧形地带形成了

古代南昌居民的聚集区。南昌建城，可追溯到公元前202年。

那年，汉高祖刘邦命颍阴侯灌婴驻守南昌一带。次年（公元前

201年），灌婴率部在今南昌火车站东南约4公里的皇城（黄

安）寺附近修建了一个方圆十里八十四步、辟有六门的土城，

时人称之为“灌城”，系南昌建城的开始。南昌之名始于西汉

“昌大南疆”之意。南昌城池多次变迁兴废，城名数易，别名

诸多，汉称“豫章”，隋唐称“洪州”，宋称“隆兴”，明代

定名为“南昌”。1926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开始设市。南昌

南
昌
城
历
史
概
况



� �南 昌 城 历 史 概 况

历代都是郡、府、州、县治所在地，文化昌盛，经济繁荣。南

昌在青瓷器的烧造，漆器、纺织品的生产，铜器制造以及金、

银手饰品的生产工艺方面都有很高的声誉，一度是江南的冶

炼、纺织、造船中心和商业都市。“洪州窑”是唐代的八大名

瓷窑之一。北宋时，是全国五大造船中心之一。南昌历代冠盖

云集，车马如流，人文荟萃，商贾络绎，楼台相望。

南昌位于江西省中部偏北，赣江、抚河下游，濒临我国第

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全境以平原为主，东南平坦，西北丘陵起

伏，总面积7402.36平方公里。全市水网密布，赣江、抚河、

锦江、潦河流过境内；湖泊众多，有军山湖、金溪湖、青岚

湖、瑶湖等数百个大小湖泊，市区东北有艾溪湖、青山湖和贤

士湖，城内得天独厚的东湖、南湖、西湖和北湖等风景湖，更

显江南水乡风采。南昌属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湿润温和，雨量

充沛，四季分明，春秋短，夏冬长。

南昌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自古以来就是钟灵毓秀之地，

文化礼仪之乡。南昌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传承，遗留下众多珍

贵的人文印记。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早已是南昌古城

之骄傲，江南胜迹之翘楚，历代文人墨客在这里流连忘返，吟

诵出篇篇千古佳句。青云谱道院、绳金塔、万寿宫等丰富璀璨

的历史遗存，构成了南昌历史文化的精粹。南昌自古以来就有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誉，它有着2200多年的历史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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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万寿宫老街区，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商业街

区，它的兴起和发展是南昌商业繁荣的缩影。
万寿宫传统街区



 南昌万寿宫老街区，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商业街

区，它的兴起和发展是南昌商业繁荣的缩影。
万寿宫传统街区



� �万 寿 宫 传 统 街 区

万寿宫传统街区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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