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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 /

! ! ! !本报讯 （记者
梅璎迪）近日，宁波老
外滩通过“城市中央
休闲区”评估验收，成
为继青岛市南区、西
安曲江新区、上海新
天地、泰州凤城河和
常熟虞山公园之后
全国第六个，也是浙
江省首个“国家城市
中央休闲区”。

与 !! 景区不
同，城市中央休闲区
一般位于城市建成
区，具有相对明确的
区域边界、有足够的
免费公共空间，能体
现城市文化底蕴、业
态丰富，并以提升生
活品质为导向提供
宜居的城市生活。

宁波老外滩经
过多年发展，休闲服
务设施、沿江夜景、景观标识、交通
体系等都得到了改进和完善，以酒
吧、高档会所、特色餐饮为主体的涉
旅业态日益丰富。音乐酒吧、休闲咖
啡厅一年间从 "#家增至 !$家，数
量增幅达到一倍多。作为最时尚的
“城市客厅”，已成为前来宁波游客
的必到之处。据了解，今年 %月至
%&月，老外滩共接待游客 '#万人
次，同比增长超过 '"。

! ! ! !著名美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曾
有过如此赞叹：走在西津渡古街
上，仿佛走进了一座天然的历史博
物馆。

走古街 望千年
西津渡位于镇江城西云台山

麓，自唐代以来即为南北水运要
冲，东面有象山为屏障，挡住汹涌
的海潮，北面与古邗沟相对应，临
江断矶绝壁，是岸线稳定的天然港
湾。南来北往的客商、旅人皆从此
地登岸或候船。北宋王安石曾在此
渡江，留下千古诗篇：“京口瓜洲一
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
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千百年
来，来到西津渡的历史名人不胜枚
举，李白、孟浩然、张祜、王安石、苏
轼、米芾、陆游、马可·波罗等都曾
到访西津渡，并留下了许多为后人
传诵的诗篇。

渡口背后依附破山栈道而建
的古街，是镇江文物古迹保存最
多、最集中、最完好的地区，被认为
是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所
在。这里共有文物保护单位 %"处，
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处，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处。因“渡”而生
的古街，多元汇聚，既有观音文化、
救生会文化、也有渡口文化，民国
文化。沿着古街一路走来，五十三
坡、救生会、昭关石塔、观音洞、待
渡亭、超岸寺、蒜山等各个景点，让
游客仿佛是在一座天然历史博物
馆内散步。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津渡昭关
石塔右侧，有一幢清代末期建筑，
这就是著名的西津古渡救生会旧
址。据《镇江志》记载，镇江西津渡
北对瓜洲，江面开阔达四十余里，
“每遇疾风卷水，黑浪如山，樯倾楫
摧，呼号之声惊天动地。”面对江上

频发的水难，宋朝镇江地方官蔡恍
建造了 !艘大型摆渡船，既渡人又
救人，这就是首次见诸于史册的官
渡和救生性质的渡船，成为后来救
生会的雏形。到了明代，一些乡绅
募集资金兴起了民间救生慈善事
业，并一直延续到清代。据考证，西
津渡救生会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
早的民间救生组织。

亦古亦今 古渡新韵
近年来，镇江不断加大对西津

渡的修缮和保护，前后共将进行四

期工程。其中，一期项目是核心区
的文化保护，主要是老街的修缮；
二期项目为东北侧三个厂区的改
造，打造老码头文化园；三期工程
为环云台山项目，打造古渡文化和
民国文化；四期项目为中华路、大
龙王巷等周边风貌区的打造。目前
一、二期工程已经完工，三期也将
于年底前建成。

截至目前西津渡已修复各类
历史文物 !"&&平方米，包括税务
局公馆、工部局巡捕房、德士古火
油公司、大华饭店、广肇公所等一

大批重要建筑和大批传统民居。在
保护开发的同时，提升西津渡综合
功能，恢复了小码头传统商贸街功
能，在工业厂区建成“镇江老码头
文化创意产业园”，并引进创意艺
文空间、民宿客栈、精品酒店、传统
商贸及手工艺、特色餐饮、专业博
物馆、平面艺术及数码艺术工作室
等文化企业，将西津渡打造集文化
展示、传统商贸、创意文化、影视演
艺、休闲旅游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
“文化镇江”旅游新平台。

本报记者 梅璎迪

古渡风韵今犹在
!!!探访镇江西津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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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地处宁波市中心!位于甬江"奉

化江和余姚江的三江口汇流之地!

曾是#五口通商$中最早的对外开埠

区! 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几个具有

百年历史的外滩之一% 目前保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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