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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被遗落的“都市角落”，重新被发掘并成为城市历史“活化石”，不仅面貌焕然一新，还成
功变身为旅游景点——日前开街纳客的刘祠堂背历史文化街区，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样本。

作为丽水城区留存的唯一一条明清古街，这里既有历史的积淀，也像一条历史的河流，由过去流经现
在正流向未来。

如今，这条150米长的巷子两侧涌现出丰富的商业形态，复合出集游玩、社交、消费、创意和文化呈现
于一体的建设发展思路。这种看似复杂的“算法”，也许最有可能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间的动态平
衡。

从刘祠堂背到“文昌里”，从“不大拆大建”到“修旧如旧”，从“避免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到“延续城市
文脉”……古街巷的“新生”让人们在触摸城市脉络的同时，正生长出新的城市生活质量。

那些自然流动的人群、咖啡和美食的香气，那些充满创意、天马行空的装饰与布景，那些文化的融合、
风格的交互，塑造着城市的气质，就像奔流的血液，输送着鲜活的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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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焕新彰显城市新活力

居住在城市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应该能很容易形成交流、发现创意，去购物、

去餐厅、去咖啡馆。所有的公共设施，都能很便捷地
被使用。我们可以在峰回路转的街巷、斑斓连绵的橱
窗前流连，在风格各异的酒吧、茶馆里落座，即使并不
停留，“观看”本身也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刘祠堂背历史文化街区，就是这样一个高密度的
城市景观区。每天，街巷各个拍照打卡点都会迎来一
群又一群年轻人。

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是“又见末芽”茶饮店。
“开街之前，我们就营业了。茶饮、冰淇淋、蛋糕

主打抹茶口味，很受年轻人欢迎。”丽水市又见末芽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曹晖告诉记者，茶饮店用
的抹茶粉，产自大港头镇利山村，“我们想打造属于丽
水的抹茶 IP，‘又见末芽’代表着抹茶再次回流中国的
内观。”

“茶饮店就像一个展示窗口，尤其是在刘祠堂背
这样有着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里，让我们看到了
抹茶 IP在年轻市场的广阔发展空间。”曹晖说。

祠堂背位于丽水老城区的南面，东起大众街三坊
口，西至中山街，全长约 150米，2016年被列入省级历
史文化街区。如今，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刘祠堂背历史
文化街区，在原刘基祠堂的旧址上进行了在地修缮，
朱记老宅、掩官弄、古迹石柱、青石板路……原有的具
有刘祠堂背特色的“老物件”都被保留了下来，而穿插
在“修旧如旧”的古街巷弄里，是一处处充满创意巧
思、风格各异的文化休闲空间。

沿街两侧，是精心修葺的旧时建筑，古色古香的
店铺里，藏着各式文化社交空间——“国师中式茶饮
店”是刘祠堂背唯一带阳台的四合院，人们可以在茶
香中感受新中式的魅力；在“麦穗里”自助服装咖啡集
合空间里，人们可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尽情试穿；在
阳光洒下的时候，人们可以在“空集”门头前或是“拿
什么铁·茶事”屋顶上拍照打卡……推开古街的“时光
之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潮流的形成了鲜明的交融
感。

“目前街区商户的落位完成率超过 80%，生生
堂、鱼跃、万事利等非遗老字号也陆续入驻，希望未
来能涌现出与年轻市场相对接的新型文创。”丽水市

旅投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永涛说，目前小红
书里关于“刘祠堂背”的词条搜索量已超

过 55 万，自发话题数据达 4.3
万，古街焕新的热度

仍在持续发
酵。

融合创新打造特色文化空间

今年国庆期间，刚开街的刘祠堂背历史文化街区
人山人海，和相隔不远的文昌里 1950 文创园交相辉
映，成为城市文旅新地标。

“以前外地朋友来丽水，首选目的地多是古堰画
乡。现在市区也有了很多逛吃选择，他们首先打卡的
就是刘祠堂背，然后一路溜达到‘文昌里’。”市民陆梓
祎告诉记者，“文昌里”“刘祠堂背”火了之后，不少外
地朋友慕名而来，“两个街区的感觉不太一样，‘刘祠
堂背’里新进打卡的地方特别多，‘文昌里’则有一种
时间缓缓流淌的慢节奏、艺术氛围。”

“文昌里”是丽水主城区内仅存的老旧工业建筑，
也是全市首个街道级文化创意产业园。产业园内涵
盖了音乐、摄影、舞蹈、茶道等多个艺术领域。整个文
创园被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所包围，却保有着“大隐于
市”的一方艺术天地。

同是城市休闲文化空间，无论是老旧厂房变身成
为潮流文创园区，还是历史街区改造提升，都让传统
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共生，不断满足人们对宜居生活
的现实需求和美好向往，让“城市记忆”焕发着全新活
力。

民国时期的真吾照相馆、记忆中的老图书馆、丽
水第一家国企国营印刷厂……一代又一代丽水人的
文化记忆，都藏在“文昌里”的小巷子里。如今，在全
长 700 多米的小巷两侧，13 栋红砖老旧厂房经过翻
新，曾经闲置、颓败的工业空间因为创意的注入而焕
发勃勃生机，成为文艺青年的聚集地。

在“文昌里”小巷尽头的“一然空间”，每到节假日
总会凑拢不少年轻人。这家小院雾气飘飘、锦鲤环
绕，古朴的青石板路上，一汪清泉配着悠然的古琴乐，
很是雅致。年轻人在这里拍照拍短视频，累了就到屋
子里喝茶、聊天。

2023 年，何松波在文昌里 1950 文创园开出了这
间宋韵风格的新中式茶饮工作室。他告诉记者，去年
夏天，每天都有成群结队来打卡的年轻人走进店里，
他没想到自己设计的工作室这么受欢迎，“对年轻人
来说，在一个新场景里拍一组照片，和以前逛街的形
式是一样的。我们就提供这样一个环境，让他们感觉
轻松、放松下来。”

“这里有顶级的钢琴和音乐设备，有很多热爱音
乐的朋友在这里相遇，大家一起交流，彼此聆听，还会
不定期举办公益音乐会。”巷遇音乐厅主理人赵明说，
这里的不少创业者都有在大城市生活的经历，大家把
正在流行着的模式带回了丽水。在考察了一圈店面
后，他选择到“文昌里”落脚，仿佛是气味相投的老友，
经过漫长的兜兜转转之后，依然能寻找到彼此。

文化厚度持续激发经济热度

显而易见，古建筑和古街区的保护、更新、

发展，必须面对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等现实问题。

自去年 6月揭牌以来，文昌里 1950文创园已入驻
企业 50余家，其中纯艺术企业 30余家，2023年园区总
产值超过 6000万元。

“园区新增就业岗位至少 310 个，企业员工的人
均年薪超过了 12万元，同时还带动了周边居民增加
资产性和租金收入，每人年均也超过了 3万元。”万象
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帮助城市青年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创业、逐梦青春，园区积极发挥集聚效
应，吸引各类年轻人才入驻，“目前已引进小提琴、钢
琴等音乐博士 5人，艺术管理类硕士 3人，室内设计、
摄影艺术等专业人才 60余人。”

不仅如此，园区还成为面向群众、以文会友、文化
传播的“城市共享客厅”。社区联合入驻企业定期举
办大众音乐会、大师公开课、音乐共富集市等活动，让
高雅诗意融入市井街巷，让城市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到
文化艺术熏陶，范围覆盖莲都区乃至整个丽水市。

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是一座城市的回忆，一砖
一瓦犹如枝叶根须，刻满了厚重的历史。而今，如何
在传统中链接时尚，感受城市生活新范式，文化厚度
与经济热度的碰撞，或许就藏在不断调整角度、幅度、
尺度、温度的街巷之中。

“文创园历史与现代交融的独特文化特质，吸引
了一批又一批有思想、有情怀的年轻创业者，文化、旅
游、餐饮、艺术等不同业态竞相入驻。未来，我们想把

‘文昌里’打造成丽水的城市文化艺术空间、文化孵化
平台，所以在经过一年多的沉淀之后，我们陆续进行
了业态更新调整，致力于持续招引音乐创作、摄影摄
像、创意设计、电商直播等文化产业头部企业，逐步形
成重点突出、优势互补、链条完整的文创产业链。”丽
水火柴盒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小青告诉记者。

无独有偶，刘祠堂背历史文化街区的吸引力，也
将在以文化为主题的新场景、新业态、新体验中不断
提升。

“我们打算在旧址上重建刘基文化园，目前正在
做前期设计。同时还将打造一个为戏曲、脱口秀等业
态服务的文化共创空间，增加木刻版画、剧本杀等体
验类项目。”周永涛告诉记者，通过改造，街区内传统
格局和建筑遗存保存基本完好，如今仍保留 1处省级
文保建筑、28幢历史建筑、4幢传统风貌建筑，是目前
丽水城区留存较为典型、较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街
区，“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元素，不断放大街
区的文化属性，在提升文化厚度的同时释放更强大的
消费活力。”

城市的丰富性包容了各种可能性。一片依托城
市自身文化底蕴形成的建筑或街区，在被观赏、被分
享的同时获得保护、阐释、传播，正是一座城市在呵
护历史记忆的同时，迸发出的富有现代感的时代意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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