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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街居民：爱门口的云水渠和老街坊，
想和西街一起慢慢变老

西街街道北靠龙泉市区中山西路，南临瓯江
上游龙泉溪，西起宫头村，东至新华街。对于龙
泉人而言，西街是龙泉古城的魂，也是龙泉文化
的根，还是一代又一代龙泉人美好的乡愁。

记者找到西街 309号门牌时，铁拉门大开着，
在门口喊一声“李老师在么”，楼上马上传来了回
应，“在家呢，来了”。

下楼的，是龙泉二中的退休教师李怀民，今年
75岁。1947年，襁褓中的他被抱到了西街，随父母
一起生活。在他的眼里，见证了他的童年、青少
年、中年和晚年的西街，依旧美丽，依旧温暖。

他说，小时候爬到山上俯瞰龙泉城，发现以
前的龙泉城，像一把大刀，而西街就像大刀的刀
柄。“很有意思。”

旧时的西街，石块铺地，街道两旁清一色木
头房子，临街门面一般是店铺。据传西街古时铺
面有八百间，经营主业为剑铺、瓷号、客栈、酒楼、
绸庄、布店、中药店、南货店、木材行、香菇行、桐
油行、药材行等。现在的西街，还保留着打铁、制
秤、弹棉花等店铺。

李怀民说，在西街生活很方便，一出门，什么
都有；想去车水马龙的大街，从小巷里穿出去就
是。

李怀民的子女都已成家立业，也曾多次请老父
亲搬出西街，和他们一起住新房。可他每次都拒绝，
因为西街的一切，早已经烙印在他的生命中。

他爱门口清清的云水渠。
云水渠流经整条西街，千百年来，一直是西

街居民的生活用水来源，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西街通了自来水，云水渠覆盖上了水泥板。

李怀民介绍说，以前的西街居民有个不成文
的规矩，每天 7 时 30 分之前，各家各户到渠里挑
水，灌满家里的水缸之后，才开始洗菜、洗衣服。
这条不成文的规矩，沿用了千百年，也使得各家
各户用水秩序井然，相处和谐。

“我 喝 着 云 水 渠 的 水 长 大 ，感 觉 和 它 分 不
开。”他笑着说。

他爱老街坊的人情暖。
李怀民在西街生活了大半辈子，也和街坊相

处了大半辈子。“在西街，白天可以开着门，放心
地做自己的事；西街居民之间人情暖，一家有事
百家帮，感觉特别好。”

他爱日益干净整洁的“新西街”。
这几年，西街不断地在有机更新，不断在修

复、活化，一年一个样。“你看，门口换上了大块石
板，干净整洁；部分云水渠撤掉石板，设了埠头和
围栏，我又看到了清清的水；街上商业业态越来
越丰富，从菜刀铺到咖啡店，从弹棉被的老店到
新开的民宿，应有尽有，老百姓生活更便利。”

李怀民说，“在西街住了70多年，现在年纪大了，
哪儿也不去了，就住西街，和西街一起慢慢变老。”

西街改造者：在传承和保护中，重塑历
史文化名城的城市记忆

在千年岁月流转中，西街一度成为老旧城区

的代名词。随着龙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西街
历史文化街区的开工建设，这条镌刻在龙泉记忆
里的千年古街，迎来了脱胎换骨的时刻。

张金树，曾在龙泉市建设局工作，现任西街
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前后两个岗位，他都直接参
与了改造、修复西街的工作。

他说，西街的改造，先从解决基础设施开始，
“从西到东，把水电管道埋在地下，形成了细密的
管网”。从 2018 年开始，进行危旧房改造和区块
立体整治，逐渐从龙泉溪的溪边向核心区块推
进。2019年，龙泉将西街历史文化街区列入名城
提质重点工程之一，修复、活化的力度不断加大。

据介绍，针对急需抢救性修复的危房，龙泉
出台了西街历史文化街区整治和改造工程房屋
收购补偿方案，对危房严格按照专家意见抢救性
修复；完成了对 116处历史建筑的挂牌，划定历史
街区内文物保护单位及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建
控地带，建立四有档案；以“五水共治”为抓手，完
成对云水渠的清理整治，在整个街区进行了花卉
绿植小景点的布置等。

经过不断改造，西街变得更加美丽、人气更
旺。作为龙泉至今保留最完整、最古老的一个水
利系统工程，省级文保单位云水渠露出了美丽的
容颜；新修缮或恢复了云水渠、杨碓埠、官圳亭，
让西街更加璀璨多彩；入夜的三江口区块，柔美
的灯光、静静流淌的江水和旁边高楼的灯火相映
照，共同构成了美妙的城市夜景，成为网红打卡
点和市民、游客休闲的好去处。

西街的新与旧、动与静，在当下共存共生，在
传承和保护中，一点点塑造着历史文化名城的城
市记忆。

西街创业者：整治一新的街区迎来“新
生”，迸发出鲜活生机和活力

不熟悉西街的人，以为西街仅仅是那条长达
1417米的老街。而喜爱西街的人，会偏爱上整个

街区。
眼下的老街，进驻了很多

新的商业业态。如西街 33 号
“龙泉娜妮”，这是一家龙泉妇
联牵头，主打青瓷文创产品经
营的店铺；西街 61 号“潮玩无

界”，同样是经营文创产品的店铺，同时设置了休
闲咖啡吧；西街 79 号“琴调”，一壶清茶、一杯小
酒，让消费者悠悠闲闲享受慢生活⋯⋯

不仅仅是老街，近几年，随着整个街区持续
修复、改造，千年西街焕发了新活力。

走出李老师家，一路前进，然后折入一条小
巷，眼前顿时豁然开朗：脚下青砖铺地，右手边是
一组雕塑，左手边是一间文艺范浓厚的烧烤店；
正对着记者的，是一条长长的游步道，游步道外，
就是日夜川流不息的龙泉溪。

今年 40岁的龙泉人叶娟在上海、杭州等地做
了八九年的烧烤生意，今年夏天回家探亲时，发
现了西街这块临江的风水宝地，没有多想就承租
下江边的一幢房子，开起了“嫂子很忙”烧烤店。

为什么选择回乡创业？
叶娟说，她的公公是西街人。每次回龙泉探

亲，她和丈夫常逛老街，“逛了十多年，还是那么
有味道，非常适合慢生活。”

考虑到公公平时一个人生活，丈夫又是独生
子，最关键看到西街面貌一新，“钱”景好，于是在
今年 9月签下了租赁合同。

全新的面貌，对于很多在西街街区创业的人
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今年龙泉第四届世界青瓷大会举办期间，经
过保护建设与提升修缮的西街街区三江口区块
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了当地新晋的宋韵文化“新
地标”。

随着老街旧貌换新颜，一家家个性迥异却气
质统一的小店在老街自然生长。

“每天推开窗户就能看见青山绿水，环境很
好。特别是这次世界青瓷大会为老街带来了更
大的知名度与流量，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在
老街“伯·画廊”工作室，负责人潘伯勋表示，自己
在上海已经打拼了十多年了，前段时间回到龙
泉，一下子就被三江口区块的新颜吸引住了，于
是盘下店面开起了油画工作室。

如今，传承、彰显龙泉气质的西街不断迎来
“新生”，并迸发出全新的生机和活力。

本报记者 雷晓燕 叶炜婷 通讯员 郑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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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街是龙泉现存最古老的街道，唐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置龙泉县时，西街就已存在。千百年来，西街
承载着城市变迁和历史发展，还大致保存着原有的历史风貌。

老街是城市的根脉。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我们如何看待、对待老街？
2015 年，西街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名单。作为龙泉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最核心的历史

街区，近年来，采取“不停业、不封街、不大拆、不大建，市场化、渐进式、微改造”的方式修复、活化，重塑“活
着”的城市记忆，使其老而不衰，魅力常在。

每一座城市都会有老街，老街上的人都有一段关于老街的记忆。记者选择了三个在西街生活、工作的
人，请他们讲述心中的西街，留存住这份关于老街跑步向前的铿锵脚步。或许，龙泉的经验和做法对其他
地方保护和利用老街、老建筑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龙龙泉泉西西街街：：重重塑塑““活活着着””的的城城市市记记忆忆

李怀民（中）和老街坊品花。

省文保云水渠露出了美丽的容颜。

西街修缮或恢复了一些老建筑。

三江口区块成为宋韵文化三江口区块成为宋韵文化““新地标新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