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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纪-全三册》

前言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无论哪个时代，经济变革都需要人文精
神来支撑，于是，许多城市在回望自己的历史，历史是城市的根，文化是城市的本。    杭州是一座怎
样的城市？    杭州自秦朝设县治，隋朝筑城郭，吴越建王城，南宋立国都，两千多年的历史，层层叠
叠地积累在这块土地上，稍稍一挖就是一件千年的物什，一块千年的遗址，可见历史的密度和厚度。
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就是由这样的历史和文化积累而成的。    历史并不遥远，它就隐藏在我们身边
。2005年，《杭州日报》西湖副刊创办了一个讲述杭州历史文化的版面——《城纪》，打捞历史碎片
，写真城市故事，为新时代的杭州人描述城市相貌。    一座古城往往有非常庞杂的历史，这些历史不
仅写在史书里，也写在那些大街小巷里。那些纵横交错的街巷，和珍珠般散落的老宅古桥，甚至一块
山石，就像一张密密的网，将历史织进城市的身体；像一条条隐秘的通道，指向历史的深处。街巷、
城门、老屋、人物，就像无数闪光的碎片，保留着城市的记忆。我们把那些或消失无踪，或湮没在居
民后院里的历史，一点点地挖掘出来，整理成文，让今天的杭州人了解，这座城市有着怎样连绵不绝
的文脉。    六年来，我们沿着城市的经脉或走马观花，或深入找寻，杭州城的前世今生，在一笔一笔
的寻觅中变得生动、清晰。《城纪》就像是城市的索引和注释，让我们可以在今天翻阅，也让我们知
道，城市是怎样长大的。    一张报纸不仅是政治经济资讯的集散地，也应该是文化的引导者。给读者
高品位的优质文化，这是一张有责任感的报纸应该做的。《城纪》是《杭州日报》倾力打造的一个品
牌栏目，每周一期，配以新旧照片，至今已刊出近三百期，每期一个主题。并策划了许多系列专题，
比如大运河历史、十大城门、杭州丝绸历史、西湖香市等民风民俗，对杭州文化做了精心而又耐心的
梳理。    《城纪》的性质决定它并非一炮而红，而是强力渗透，日积月累，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受欢
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现在它已成为老师的教科书、研究者的收集资料、读者的“床头报”。    《城
纪》文字优美，故事性强，不吊书袋，读来引人人胜，可读性非常强，从2007年起，连续三年获杭报
集团读者最喜爱的十佳版面，2006年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一等奖，2009年获浙江新闻名专栏。    我们
所做的文化寻觅，目标是城市的人文精神和市井风情。人文精神决定了一座城市的性格和品质，市井
风情则延续着这座城市的生活习惯及精神风貌。《城纪》不是游离于城市、游离于报纸之外的，而是
对城市的建构、对城市的人文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    城纪，让我们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认识
这座城市，就是认识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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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纪-全三册》

内容概要

创办于2005年3月的《城纪》，是一个追寻和讲述我们这座城市前世今生的专栏。它在创办的次年就获
得了全国报纸副刊专栏一等奖，2010年，获得“浙江新闻名专栏”的称号。它的文字优美，故事性强
，读来引人入胜，被称为“老师的教科书”、“研究者的收集资料”、“读者的床头报”。它和《倾
听·人生》一起，开出了杭州日报西湖副刊的双生花。
现在，《城纪》精选六年华章，分为文化卷、坊巷卷、人物卷三册，选取文章百余篇，图文并茂，装
祯淡雅，结集出版。
生动、有味，那么远、却又那么近。
《城纪》的每期版面上都有一句话：“打捞历史碎片，写真城市故事”。它将城市底片一张张重新显
影，一次次还原刷新，以新闻为切入点，用今天的视角进行解读。它的目标是杭州的地域文化、人文
精神和民俗风情。它是杭州文化种子的播种机，也写出了杭州灵魂中最具有生命力的部分。
还必须说说的是《城纪》的掌门人，资深编辑李玲芝(林之)。林之老师出版有《西湖细节》、《老街
漫步》、《钱塘里巷风情》、《历史文化名城杭州》等多部有关杭州的著作，在这一领域具有深厚的
积淀和相当的权威。因为她，才有了《城纪》这块沉甸甸的金字招牌。
正如学者傅国涌所说，世上浮华的一切都会如梦消失，一方土地、一个城市真正沉淀下来的乃是文化
，那是一个城市的根脉，是文明的基石。“杭州日报的《城纪》用了六年时间寻找、记录，我们面前
的这本书呈现的正是这个城市的灵魂，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些故事，这座千年城
市只不过是一层浮土，千年岁月也不过浮云一朵。”
在这个收获的秋天，读《城纪》，读杭州城，会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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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纪-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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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纪-全三册》

章节摘录

“大街”这个名字说起来很好听，我很喜欢听这个名字，并且经常自言自语地把它挂在嘴边。对于我
来说，“大”这个词总是意味着庞大、壮观，像埃及的金字塔或是中国的长城。然而，当我们坐在黄
包车里一路颠簸经过这条“大街”时，却并没有我想象中那种宏大的感觉。    当然，这是杭州市中心
最长和最宽的一条街道，但路面仅有六至八英尺宽，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更使这条街道显得狭窄。除
了要躲避人群之外，我们的黄包车还被对面来的另一辆黄包车挡住了去路一那是我们在路上看到的唯
一一辆带轮子的车⋯⋯大街的两旁没有美丽的公园，没有富丽堂皇的建筑，没有古老的石碑和牌坊，
尽管过去千百年曾经有过，当时杭州刚刚开始变成一座城市。    然而大街确实是一条重要的街道，我
想我心里一直是这么想的。大街就代表着杭州——这并非是指它那梦幻般的、沉思冥想或带有浪漫主
义的色彩，而是指它最土的、带有地方色彩的一面。这是一座忙碌的、活生生的城市——城里人生I生
谨慎、勤劳、能干和自信。在大街两旁林立的商铺中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那些都是男男女女
的手艺人用手工制作，并拿出来卖的商品，人们每天都来到这儿购买他们所需要或想要得到的东西—
—在这儿你能够看到杭州人是怎样赚钱谋生的。    若想仔细欣赏大街上的所有景观、声音和气味，你
最好是下车慢慢地游逛。我们坐在黄包车上，不断地扭头察看街道两旁的景色，而我们的观察不断地
因为黄包车的突然颠簸或摇晃被打断⋯⋯    大街的中央铺着双排长方形的石板，石板的两旁铺着鹅卵
石。在石板之间留有足够的空隙，以便能让积水渗入下面的阴沟系统——也就是马可·波罗在数百年
前所描述过的那个下水道系统。路面所铺的石板和鹅卵石已经不是马可·波罗那个时代的了，但从其
磨损的状态来看，也是足够古老的。有的石板已经破损，还有的石板中间已经缺了一大块；有许多石
板在脚步或车轮的重压下就像跷跷板那样上下摇动。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我们就会发出一声尖叫，
赶忙用手去抓旁边那个人的手臂。在大街上坐黄包车就像一条小船在令人捉摸不定的大海里航行那样
，一会儿风平浪静，一会儿又巨浪滔天。    我被那缓慢升起和降落的雪白云团催眠了    一阵丁丁当当
的声音使我们转向了街道的左边，在那儿我们看到了一个铜器铺。有两三个年轻人像裁缝那样坐在店
铺门前的地上，以急促的节奏敲打着一块正在加工的金属。在店铺内幽暗的货架上，可以看到那些成
品的亮光，在靠近门口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位年纪更大的男人，正在把一个铜水壶拿给顾客看。    当
敲打金属的声音逐渐消失之后，我又听到从街道的另一边传来了咔嗒咔嗒的声音，那是一个丝织行—
—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靠墙摆着一对从地板一直碰到了天花板的织机。有两个女子坐在织机前面的长
凳上，专心致志地在织绸，她们的手似乎伸向了织机，并且在那儿挑出瑕疵，扯断丝线或给丝线打结
。她们完全沉浸在工作之中，充耳不闻街道上的喧闹声，就像正在演奏庄严乐曲的器乐演奏家那样严
肃。但是她们所演奏的音乐只是脚踏在织机踏板上的咔嗒咔嗒声。    在街道的对面，有一个编制篮子
的店铺。一堆堆结实的箩筐一排排整齐地靠后墙叠放在宽敞的房间里。在店铺的一边，有个年轻人靠
墙坐在敞开的门边，一边看着门外过往的人群，一边用柔软的芦苇秆灵巧地编织篮筐。他扭头对坐在
身后的同伴说了一句什么话，从屋里传出一阵会心的笑声。    再往前走，我们听到了一种奇特的嘣嘣
声。当我们走近的时候，这种声音变得越来越响：嘣嘣——。那声音颤抖着慢慢减弱，但还没等它完
全消失，嘣嘣——它又开始了。周而复始。当我们来到发出声音的地方，正好看到一朵白云缓缓地降
落在地板的雪堆上。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一个像连枷般的工具，上面还绷着一根皮带，猛地落在了那
毛茸茸的雪堆里，把另一个由白色细末组成的云朵弹向了天花板，然后又慢慢地降落下来。那个工作
的男人晃动着身体，似乎在全神贯注地做一种静止的韵律操。我已经记不清弹棉花工具的准确模样和
整个过程了，也许我已被那缓慢升起和降落的雪白云团催眠了。    现在我们正在经过一个棺材铺——
它就像大多数棺材铺布置得那么整洁和令人生畏。狭长的屋子两边陈列着各种棺材。它们都首尾相连
，整齐地堆放在一起，共有好几层高。有些棺材色泽鲜艳，新上的油漆未干；另一些则尚未上油漆，
这样顾客就可以用较低廉的价格来买它们，或者订购他们个人所喜欢的色彩或装饰样式⋯⋯透过屋子
后面开着的一扇门，我看到一个洒满阳光的院落，并瞥见了一堆堆木头，有两个男人正在把一根木头
锯成木板。那把有两个手柄的锯子在被人上下前后拉着锯木头的时候，发出一种悦耳的尖利声音。新
鲜木屑和松脂的气味从里面飘出来，跟店铺里新鲜的清漆和油漆味道混杂在了一起⋯⋯杭州的棺材铺
几乎都是那么整洁、庄严和令人振奋。我当时还不知道，中国有一句老话，说的是“死在杭州”。这
倒不是(按字面上理解)因为你终于看到了西湖的美景，可以死而无憾，而是因为你可以在这儿以打折
的价格买到一口好棺材——还有哪位中国人能比知道自己不用花多少钱就买一口好棺材下葬这件事更
感到高兴和欣慰的呢？P13-16(《坊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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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纪-全三册》

后记

杭州是个有着缤纷过往的城市，杭州又是个有着绚烂今天的城市。有这样一个城市，才有这样一个《
城纪》。    杭州，一条运河穿城而过，十大城门开合繁华，西湖酿尽江南美色，丝绸织造锦绣民生。
《城纪》寻访、记录、梳理杭州的种种宝贝，你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宝贝，你眼前的和你梦中的宝贝
，《城纪》不遗余力，如数家珍。    有历史有文化的城市才是一座有品质的城市，城市如果失去记忆
，就像一个人失忆。所以我们要回望历史，寻找一座城市的文化根基。古老的坊巷就像是城市的褶皱
，掩藏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时间逝去了，历史走远了，《城纪》在寻觅，将城市底片一张张重新显影
，一次次还原刷新，用今天的视角进行解读，过往的历史不再模糊一片，一座城市的人文精神和市井
风情渐渐清晰。    《城纪》出没于时空隧道，一条街巷的前世今生，一座老屋的私人记忆，一个人物
的鳞爪碎片，一座城市的岁月毛边，以津津有味的故事，讲述历史的一举手一抬足。每周一篇，历经
六年，不知不觉中，你就认识了你所在的城市，她的今天和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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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纪-全三册》

编辑推荐

城纪，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城纪，杭州生活历史与街巷岁月的还原！    2005年，《杭州日报》西
湖副刊创办了一个讲述杭州历史文化的版面——《城纪》，打捞历史碎片，写真城市故事，为新时代
的杭州人描述城市相貌。六年来，沿着城市的经脉或走马观花，或深入找寻，杭州城的前世今生，在
一笔一笔的寻觅中变得生动、清晰。《城纪》就像是城市的索引和注释，让我们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
今生。认识这座城市，就是认识我们自己。本书由赵晴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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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纪-全三册》

精彩短评

1、这刊书很好的，她包括了杭州的所有东西，对于不了解杭州的人来说，这是一张最好的大图！
2、真奇怪，印在报纸上看每篇都是好文章，出书了却觉得很浅很毛躁
3、杭州的一部历史全纪录，尤其是街坊卷，里面介绍了很多街坊名称的由来及演化，很多都已经找
不到历史的痕迹了，值得收藏的一部书，喜欢杭州的人一定要买啊！
4、杭州，一部城市的浮光掠影，读着让人心情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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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纪-全三册》

精彩书评

1、之前得知有一套《城纪》要发布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杭州日报的免费赠送活动，无奈等到正式发
行上卓越买了一套，花了70+大洋，过完年已经看完了两册，总共三册。原以为这么隆重的一套城纪
会有多厚重，拿到手便觉得很单薄。翻过封面和扉页，前言写着：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买都买了
，虽然看着小资的呻吟味很重，总比花在吃喝上好。这套《城纪》的腔调比较适合速读口味的人群，
不论作者男女，里面的文章隐约透着脂粉气——但是并非所有的文章看起来都是嫩嫩的菜菜的，也有
少许几篇的用笔稍微老道一些。文章的作者应该都在30岁左右，年轻的恐怕也就二十来岁，40岁的应
该没有，个别年老的作者应该是六七十岁。对杭州城的地理和历史并不熟悉，所以几册书的内容选择
好不好无法评价，横竖都是看新鲜。看完里面提到那些地方和书名，比方武林坊巷志，好奇想瞅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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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纪-全三册》

章节试读

1、《城纪-全三册》的笔记-第106页

        辟火图"浙省多火灾 宜悬此图镇之...同善堂董事督工勒石 分置省城四隅 以析离龙之气 并备民间模
搨" 四隅 北面水星阁 南面鼓楼 东面众安桥 三块下落已明 西面的图碑下落不明

胡乱猜测 西面已经有西湖 莫非湖中三潭 或者望湖楼边还有什么塔楼？

2、《城纪-全三册》的笔记-第175页

        一年里只有这一晚，涌金门就像不夜城。灯笼高照，火把通明，呼爹喊娘地从码头落船，往茅家
埠摇去。这哪是去拜佛烧香，只是借了由头，放肆地通宵玩了。这一夜，总也是皓月当空，水落繁星
，画船如鲫，笙歌满湖，连七月十五晚上放的荷花灯都拿出来了，只见一湖闪烁，如星如盏。这灯，
按规矩是放给冥府人的，阳间的人不能收取。由此也留下一句杭州话“放湖灯灯”，后来，这话说的
就是放纵不归的伢儿了。这段真的可以拍片子了...美...

3、《城纪-全三册》的笔记-第72页

        这个尘世上找一个男人 像白娘子爱他那样地去爱 想这世间 哪一个女子不是妖? 哪一个男子不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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