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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青山护古城

! “不少国家评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一般能得到保护，可那些不在相关部门
视野内的，也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独特建筑特
色的城镇却只能任其自生自灭，大多数会很
快地消失。”阮仪三说。新建城镇时，人们又普
遍抱着喜新厌旧、急于求成的心态，草草盖起
的新建筑淹没了丰富多彩的城镇特色，呈现
出“万屋一面”“千城一貌”的所谓“现代化”景
观，令阮仪三痛心疾首。

捡拾起来就是珍珠宝贝
十年前，阮仪三找到了《城市规划》杂志

执行主编石楠，想要分享古城古镇古村踏察
的成果。踏察、分享，两个目的，一是到当地做
宣讲，播散下保护理念的种子，二是使这些村
镇扬名于世———“或许我们的呼喊可能使这
些美丽的地方免受推土机的摧残。”
“遗珠拾粹”就是那时开辟的专栏名，意

思是“被人们遗忘和丢弃的珍珠宝贝，你把它
捡起来它就是珍宝，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精粹”。
今年 !月，东方出版中心将已经刊登的 "##篇
专栏文章经过整合汇编成书，取名《遗珠拾
粹———中国古城古镇古村踏察（二卷本）》。

书中的古城、古镇、古村各具特色，有的
具有鲜明地域民族特色，有的行将消逝，有的
具有特殊功能。比如陕西铜川的陈炉古镇至
今留存着元代开始烧窑的遗迹，房屋街巷都
是用烧窑用的废钵闸垒砌，当地人称“罐罐
墙”，有瓷片铺的路面，五彩缤纷；江西广昌驿
前古镇，有万亩莲塘，镇上的主要建筑建造得
像一艘游舫，与周围莲叶荷花组成绝妙景观。

阮仪三把这些专属于中国古城镇的文化
基因记录下来，希望传承下去。“调查就是要
让大家知道这是好东西，把它留下来，留下来
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他说为了给读者带来
更美好的阅读体验，出版社用了比较好的纸
张，全彩精印。这两本书一经问世，便深受读
者欢迎，第一版 $###册售完，又加印了 $###

册，业内人士说这两本书很有价值。
出了书，但踏察的工作并没有停，《城市

规划》上的专栏每月都在发稿，“现在我们做
过调研的已经有 "$#多个城镇，过几年，我要
再集成 "##个。”

拉50个研究生抢救古宅
%##&年全国政协启动京杭大运河申报世

界遗产计划，阮仪三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了几
次国家组织的大运河调研。他把保护大运河看
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外国最长的大运河是
%'公里长，中国的 "'!'公里，人家的大运河都
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我们是隋朝的。”他满怀期
待地去了，可是一看那个调研心里就寒了，阮
仪三说，这些参与调研的委员们到扬州，扬州
市长出来接待、吃饭，然后弄部车子，大运河看
一看，好了，结束了。第二天到杭州，再重复这
样的程序，回去找两个文人写份调研报告。
这怎么行？
阮仪三回到上海，马上组织他的博士生、

硕士生做大运河沿线城镇调查，“遗珠拾粹”
此后两年的调查项目全部集中在大运河上。
他们先后走访了 &!个城镇，"!%个点，调研结
果和之前的大不相同，“那些历史城镇大部分
都破败了。”阮仪三说，九牛二虎一只鸡的镇
水神兽，现在只能找到一头牛、一只虎；当年
工部尚书郭守敬和民间匠师白英在南旺村建
的分水坝、引水渠、水斗、船闸等重大水利工
程都已经被拆平，大运河也就永远断了流。

“这是完全可以与都江堰相媲美的重大
水利工程遗址，可惜全给后人糟蹋了。”阮仪三
把调研报告提交给了 %##(年世界规划师大
会，与会者都很赞赏，给这个研究项目颁发了
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委员会“杰出成就奖”，他
还专程到西班牙马德里领了获奖证书。

调动学生做调研，这事阮仪三可不是头
回做。%##%年，始建于南宋时期的杭州陆游故
居要在十天内拆迁，阮仪三急了，马上找当地

政府官员说理，找媒体来造势，又亲自去考
证，这份考证报告成了诉讼重要证物，陆游故
居转危为安。听说当地还有 ")#栋这样的房
子，却没有专业人员评估，阮仪三马上回上海
动员他两个班 )#个硕士生、博士生，包两辆
大客车连着两个周末到杭州调研，他亲自指
导、监督，很快就出了结果。

调研上海石库门情况也是类似。政府有
关部门说没法测算现存的石库门数量，阮仪
三又喊来他的学生，“每人两张卡，一张交通
卡、一张吃饭卡，一年半就出了报告。”
“这种傻事我可没少做！”阮仪三说，现在

“遗珠拾粹”的调研也基本都是他的学生在
做，“同学们报名都很踊跃，每次都是从几十
个学生里精选出五六个。”阮仪三很满意，还
想在他们中间培养几个接班人。

被镇长双手推出门外
“最初调研的时候可不像现在条件这么

好。”阮仪三说，到哪里都是自己背着一个小
铺盖，在机关招待所里将就过夜。到山西、陕
西等北方地区，招待所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就
有个土炕，炕上就一条席子，凭住宿证到其他
地方去领被子和垫被。床上有虱子，所以睡觉
也是有技巧的，要把衣服全部脱光，用皮带捆
好，再盖上领来的被子睡觉。人光光的，起来
以后赶紧把身上的虱子打干净，把衣服穿起
来，男女都一样。回到家，有两件紧要事，首先
叫老婆赶快把两件干净衣服拿出来，然后准
备一个水桶，烧开水，把脏衣服全部扔在桶里
烫过，再一个人跑到澡堂里洗澡去。

后来条件改善了，但是开销涨了，车费、
住宿费都在蹭蹭往上窜。每年光是全国古城
调查的经费就需要六万元左右。当年他做平
遥规划时，都是靠借钱；在上海给城镇领导办
培训班，阮仪三自己出住宿费、讲课费、外出
参观费，甚至差旅费，当时欠了上万元的债。
如今虽有他创办的“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

护基金会”补贴，但那也是惨淡经营，每年收
入仅能略高于支出，阮仪三笑中略带羞涩：
“我这是个不良经营企业。”

阮仪三吃的苦头还远不止这些，用他的
话说是“处处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

年，他和一名助手上九华山搞规划调研，看到
唐朝到清末留下来的庙宇遭到破坏，山林也
被砍伐，阮仪三便前去阻止。结果夜宿寺庙，
半夜被叫醒逃命，跑到后山顶，看见住宿的庙
前满是火把、电筒，“要不是老和尚报信，说不
定就被打死在九华山上了。”阮仪三笑着说。

上世纪 (#年代，他到江苏一个很有江南
水乡特色的古镇游说“规划保护”，还带了江
苏省委开的介绍信，结果镇长一口回绝，说不
要你们知识分子跑这儿来多管闲事。阮仪三
还想争辩几句，镇长双手把他推出门去，还在
院子里大吼一声：“这两个上海人，食堂里不
要留饭给他们，不要卖饭票给他们。”

前几年去考察山东运河古村，他还被狗
咬了。清洗伤口的时候，医院用蘸着“肥皂水”
的刷子刷了 %#分钟，疼得阮仪三哇哇直叫。
“没人愿意做就我来做，没人出钱就我来

出。”阮仪三说，自己做这些不图别的，只希望
“等我死了，人们想到阮仪三，会说他最大的
贡献就是留存了这么多原汁原味的古村落”。

（下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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