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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小时书店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开在
有 #$$年历史的古建筑里，却是头一遭听说。
近日北京地安门附近雁翅楼 !"小时书店开
门迎客，古建筑里开不打烊书店，既构建了一
个新的阅读空间，又保护了文物资源，是“活
化”利用古建的有益尝试。

感受"中轴线文化#

夜幕降临，北京古城地标———地安门遗
址附近，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透射出温暖的
光芒，吸引着来自京城各处的爱书人。夜渐
深，人却不见少，灯光下门楣上高悬的“中国
书店”牌匾格外耀眼。
复建后的雁翅楼 %%$$多平方米，西侧 %$

间房就是 !"小时书店。一层是图书销售区，
有古籍、文史、社科等图书，还涉及文房四宝、
工艺品等，二层有书吧、书籍展示、沙龙等多
种功能。走上一圈，会发现除一万种新书外，
还有 !$$$种旧书，“中国书店”味道十足。中
国书店总经理于华刚介绍，这些旧书多为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文史哲等各类图书，都
是书虫们的最爱。

开业当晚举办了“古籍修复技艺雕版印
刷展示”和“中国书店海外回归古籍展”。“海外
回归古籍展”展出的海外回流孤本元代《类编
图经集注衍义本草》，以及清内府乌金亮墨精
拓乾隆《敬胜斋法帖》等古籍前，人头攒动。图
书界多名老专家和地安门周边社区居民，还分
别在此举办了专家座谈会和社区居民读书会。

在雁翅楼可以通宵读书，也可以感受首
都中轴线文化、大运河文化以及什刹海文化
的魅力。于华刚说，“这个书店将集‘公共阅
读’‘文化传承’‘慢生活休闲’‘文化产品推
介’于一体，充分体现公益文化特性，向社会
公众展现北京历史文化的同时，提升地区居
民的文化生活质量。”

皇城哨所古韵犹存
雁翅楼，是老北京中轴线上著名地标，坐

落于地安门东西两侧，始建于 %"!$年。据史
料记载，雁翅楼与地安门一起构成了老北京
皇城最北端的屏障。雁翅楼曾是地安门的戍
卫建筑，黄琉璃瓦覆顶，远观好似大雁张开的

一对翅膀，故此得名。清代时，此处
为内务府满、蒙、汉上三旗公署，
其作用是皇城的后卫哨所。

上世纪 &$年代，地安门
地区道路整修，雁翅楼和地
安门一起被拆除。!$%!年北
京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
大规模的“名城标志性历史
建筑恢复工程”，总体设想是
“完善两线景观、展现皇城格
局、维护古都风貌、保护京郊史
迹、整治文物环境、实现合理利
用”，保持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郭
平面，保护好以现状护城河为标志的外城
轮廓及城墙走向。雁翅楼作为古城地标之
一，也被列入恢复范围。

!$%"年雁翅楼景观复建竣工' 因条件限
制，仅在原有遗址上建设东侧 "间及西侧 %$

间，但古韵犹存'进一步加大中轴线的传统建
筑内涵，对于明清皇城景观上的恢复与保护，
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书店必须开%&小时
#$年后雁翅楼复现，如何使用？西城区几

经考虑，决定开书店。西城区对多家国有和民
营出版机构、书店进行了接触、比选，最终中

国书店凭文化底蕴入选。不收取房
租，但“书店必须 !"小时经营”。

西城区文委主任孙劲松
解释说，雁翅楼北临什刹海、
钟鼓楼、南锣鼓巷，南靠景山
游览区，整个区域繁华、喧
嚣，需要一处寄托精神的场
所，让人心安静下来。雁翅
楼地处中轴线，承载传承历
史、传播文化的功能，将其作
为免费的公共阅读空间，引进专

业企业进行有限度、有条件的经
营，既可以传播文化，也是活化文物的

一种尝试。
雁翅楼书店不能提供与经营书籍无关

的服务，但可以经营咖啡、三明治等。考虑到
不打烊经营压力，西城区会以“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给予政府补贴。不过要完成考核指
标，书店才能拿到补贴，比如举办活动、为周
边居民提供服务的频次等。

驻京记者 于明山

雁翅楼 变身24小时书店
北京地安门附近一座复建古建筑夜幕下透射出温暖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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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古建筑恢复当年的原貌，但其原有功能
已不复存在。如何合理地植入文化内涵，让其
在当代重新焕发昔日风采？

古建"活化#亟待创新
万松老人塔“活化”利用值得称道。万松老

人塔始建于元代，至今已有 ($$多年历史。历
经战火、朝代更迭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古塔先
后被酒食店、羊肉铺等占用。!$%$年维修工程
完工，古塔仍“自锁院门”，只见塔顶不见塔身。

西城区决定依托古塔深厚的文化积淀，
打造传播北京文化的非营利性公共阅读空
间。具体做法是由西城区文化委等多个单位
组成管委会，委托正阳书局运营管理，政府有
关部门出标准、抓方向、严考核，由第三方企
业和社会主体负责运营。

文委只负担院内绿化、摄像头等费用，阅
览室、展陈室、图书室等主体区域由正阳书局

一手打造。元代古塔变身“砖读空间”，“砖”有
两层意思，一是取“专”字的谐音，读书要专
心；二是揭示古塔一砖一瓦具有悠久的历史
和深沉的文化积淀。如今“砖读空间”摆满 %

万多种图书，库存还有近 "万册，免费看书，
还能参观文物。爱书人在北京最古老的胡同，
最古老的砖塔脚下享受阅读的乐趣（见左
图），成为京城阅读的一座崭新文化地标。

"活化#须有章可遵
“活化”古建，说易行难。每栋历史建筑的

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不同，对里面的历史建
构保留程度也有所不同，改造过程必须有具
体指引。

故宫旁的智珠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前
年智珠寺变会所曾引起社会热议，清华大学
博士、北京工业大学讲师张帆著文《智珠寺凭

啥不能开高档餐厅》，力撑智珠寺的文物保护
和开放利用方式。

支持张帆这一态度的，是智珠寺古建筑
群 !$%)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
化遗产保护奖”。获奖评语是：智珠寺，这座公
元 %(世纪晚期北京的宏伟寺庙建筑群，经全
面修缮，愈发显示出其丰富的历史积淀，令世
人传颂景仰。修缮前，院内古建筑破败不堪，
“淹没”在与其格格不入的新建筑中。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这项由私人部门发起的浩大工
程始终坚持尊重古建筑本身各方面的历史价
值与建筑成就。参与其中的工匠和画师以其
专业技能高质量地完成了 %*$块木制彩绘天
花板的修复工作。修缮后的寺庙建筑群以全
新面貌回归公众视野，并有了一项新功能，就
是举办各类文化盛事和活动。”

驻京记者 于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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