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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江大师生8年研究无锡“老房子”出专著这是一本散发着油墨香气的厚书。摊放在我们面前时
，它还没有在书店上架。由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教师过伟敏、史明领衔编写的《建筑艺术遗产保护与利
用》（江西美术出版社，2006年10月），汇集了无锡城区几乎所有地区的老房子图片2000余张，并首
次更从建筑理论高度分析了无锡老街、老屋的种种特质。抚卷品览，会发现我们身处其中的城市是那
样的熟悉，又那样的陌生。扒扒梳剔理　细叙无锡城市变迁作为第一部以无锡城区传统街区旧建筑及
其环境为研究对象的建筑学、设计艺术学专著，《建筑艺术遗产保护与利用》全面调查了2000年以前
尚存的旧住宅和老街区，梳理了锡城老房子的建筑面目。为我们梳理出无锡建城2000余年来建筑面目
。在城市规划上，历史上的无锡始终受到河网交错的自然环境、（河网交错）和中国传统棋盘格局人
工控制（中国传统棋盘格局）的双重影响，但因为它的行政级别低于扬州、苏州，又高于同里、乌镇
，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格局。与其他江南城镇不同，无锡“水巷曲弄、粉墙黛瓦”的传统街区深深
烙上了农、工、商的印记：因为无锡的农、工、商一直在国内有重要影响，使得传统街区在通常江南
城镇之外，别具自身特点。特别是近代产业的发展消亡，留下了深深印记：北塘运河两岸米码头、布
码头因河成市，街随河走，屋顺河建。沿河居民因地制宜地开设商铺。这里巷弄曲折，多居住市民阶
层。没有豪气的院落，小型“蟹眼”天井随处可见。城内崇安寺、城外惠山直街一带，则次第开着酒
楼茶馆。荣巷老街明清以来一直是无锡城郊重要的街道，作为太湖流域少见的水陆相衍型古镇留下许
多历史久远格调高远的“老房”。从清至民国，棉花巷相继建造不少具有一定规模的住宅，到抗战时
形成了当时的高等住宅群⋯⋯ 小小天井　显显露无锡人的精明“庭院深深，深几许”，中国人自古对
就对庭院情有独钟，多少家庭事务在小小的天井里发生、完成。然而无锡人却偏爱那集合了观赏和实
用功能的天井。阳光充沛时，天井中通常晾满了主人的衣物；阳光充沛时，天井中便晾满了主人的衣
物；大雨滂沱时，天井四周的排水沟决不让家里“水漫金山”；加之朝向天井的排气口，整个排水和
通风设施丝丝入扣，巧妙精致。这不仅适用本地多雨潮湿的天气，更在心理上契合了无锡人“四水归
堂”、“财不外流”的心理。角落里那一两株观赏植物，与四周建筑的雕花漏窗、彩绘玻璃相得益彰
，满足人们对“园”的遐想。天井四周的房屋一般都有二三层高，有很好的拔风效果。门扇开启时，
人们坐在厅堂便能晨沐清风，夜观星斗，还可在天井摆上桌子吃饭。在获得户外空间的同时，又有一
定的私密性，真是人井合一。　　无锡的民居通常利用前后房屋来构造天井，即使两个房屋齐平排列
，也会想尽办法来获取门前的一块空地。“不从范式，崇尚革新，实用为先，复杂多变”。过伟敏在
小小的天井上总结出了精明无锡人在民居上的心思。大雨滂沱时，天井四周的排水沟决不会让家里“
水漫金山”——房屋的排气口均朝天井，整个排水和通风设施丝丝入扣，巧妙精致。传统的蓄水通风
系统不仅适用多雨潮湿的天气，更在心理上契合了“四水归堂”、“财不外流”的心理。天井虽“小
”，依然可以满足你对“园”的遐想。不同的“铺地”将不同的区域一一划分。而在角落里的那么一
两株观赏植物，与四周建筑的雕花漏窗、彩绘玻璃更是相得益彰。无锡民居天井四周的房屋一般都有
二三层高，尽管阳光射入较少，但有很好的拔风效果。门扇开启时，人们坐在厅堂便能晨沐清风，夜
观星斗。夏天还可纳凉，晚上可以在天井摆上桌子吃饭，在获得户外空间的同时，又有一定的私密性
，真是人井合一。无锡的民居有用前后房屋来构造天井的。有限制的，就采用与相连房屋错开排列的
组合方式。即使2个房屋齐平排列，也会想尽办法，利用一些墙体来获取门前的一块空地。“不从范
式，崇尚革新，实用为先，复杂多变”。 无锡民居属于江南民居的大类型，但从小小天井上，过伟敏
总结出精明的无锡人的特点。老屋新建　留下城市文脉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随着经济发展的步
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爆炸式地扩张。当有主政者的主观意志，亦有上个世纪60年代建筑理论的影
响，“改造”的设想始终是摆脱传统城市结构和文脉的束缚。在“拆旧建新”成为主导思想时之下，
大批具有实用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的旧建筑化为瓦砾。许多城市面貌几近一致，建筑风格的地域特征
、文化生态消失殆尽。本书《建筑艺术遗产保护与利用》用相当的部分篇幅讨论了这一问题，并专辟
一章介绍江大设计学院近年来的一些设计方案。按照过伟敏的思路，无锡是个典型的江南城市，早期
城市的形成和繁衍依赖于河道，蛛网状的建筑分布与人性化的空间处理极具地域特色。城市街区景观
步移景异，层次极为丰富。因此对无锡城区的改造不宜采用“横平竖直”的道路结构，要甄别并尊重
地段原有的历史信息，将新的信息通过设计手段与历史进行“对话”，特别保留那些传统上富有人性
的空间处理方式。而不是片面求“新”、求“洋”。他认为，建设及建筑的吐故纳新是一个客观规律
，对旧建筑循环再利用和保护城市风土街区并非保护落后，而是延续一个城市的文脉，保护和发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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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和城市独特的人文景观。他指导的学生在古运河淘沙巷、清明桥等社区的改造设计中，充分考
虑了利用自然通风、采光，及“墙倒屋不倒”的结构方式等特色，既较好的保留了无锡特色老房子的
轮廓肌理，又考虑到了现代社区生活的实用。　　　　　　　　　　　　　　　　　　　 走出怀旧的
“蘑菇云”　　　　　　　　　　——访过伟敏教授十多年前，江苏美术出版社出了一套“老房子”
丛书，从此那些东倒西歪，有着斑驳墙面的旧式建筑立刻打开人们对城市的记忆。成了一个最好的“
忆旧”载体。无锡同类体裁的图片册也出过不少。江南大学设计学院院长过伟敏认为这是称之：经济
的持续提升后人们对转而寻求与之对称的“文化的必然追求厚度。可以说”，在质疑“拆旧建新”的
同时被质疑后，城市上空升腾起了一个个怀旧的“蘑菇云”。在进行这项长达8年之久的“无锡城市
建设中传统特色保护与继承的方法研究”前，过伟敏自己也曾做过“建新”的工作。 43岁已经拥有“
博导”资格的过教授，在江南大学从事环境设计教研18年。同时，他还是建筑设计界里小有名气的“
过老师”。 但在完成了许多设计项目后，他却渐渐发现随着高楼的增多、道路的拓宽，自己出生成长
的城市就像童年时奔跑、嬉戏的青石路一样，越来越陌生了。我们是否失去了什么？设计师通过设计
来影响城市建筑文化的力量是微薄的，尤其在当今浮躁的大环境下。过伟敏决定退回平静的书斋，走
进自己熟悉的老弄堂老街区，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这个城市的历史，并寻找求保护这种记忆的方法。
开始是影像记录，研究发达国家在旧建筑保护与再利用的文献，并率领研究生开始了局部性的研究，
再组织进行这方面的实验探索。后来，曾在建筑设计与规划部门工作过的史明老师也加入进来。2004
年，这一项目又得到无锡市建设局“市建设科技计划”的资助。赶上了建设“文化大市”和申报历史
文化名城的好时候。终于能够把78万字的成结果奉献出来了。过教授反对那种“博物馆式”的保护，
他认为对“老房子”的眷念仅停留在记录上，无异于一种自恋。他之所以甘于寂莫，下大功夫编这本
书。除了过程的愉悦，更希望自己团队的研究，能给无锡保护和改造这些宝贵的遗产开拓一些思路。
说起遗憾，则是研究的进程远远滞后于拆除的速度，书中照片上的许多房子现在已经永远消失了。说
起欣慰，就是有不少学生已经由不解到热心，甚至把也迷上了“老房子”研究到了国外。还有他那上
初中的儿子，也对老房子发生了兴趣，这本书里有些照片还出自他手呢。甚至有人赴国外读博时，也
延续着这个课题的研究。（此文于06年12月4日在江南晚报发表，此为原文，发表文章有删节。此文合
作者　石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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