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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

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申

遗成功。在中国春节申遗的视频中，来自四川

阆中古城的舞草龙、写春联等春节民俗被收录

展示，承载这些春节民俗印记的井字型街巷、

明清式民居院落惊艳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城市有许多

历史记忆，特别是一些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是

最宝贵的东西，不能因为浮躁、无知而破坏

掉。”阆中古城在快速工业化的当下为何能够

守护文脉，又让百姓安居乐业？调研组多次走

进阆中，探寻保护密码，感受传承活力，挖掘经

验启示。

一、阆中古城为何“能拥抱穿越
千年的风”？

阆中古城地处四川盆地东北部、嘉陵江中

上游，有2300多年建城史，被赞为“天人合一”

的城市选址典范，1986年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古城核心区内拥有 73条井字型街巷、

270多座明清式民居院落。2025年五一假期，

近50万游客涌入古城，大家驻足感叹“时时能

拥抱穿越千年的风”，居民纷纷感慨“处处都是

满满的儿时印记”，慕名而来的专家赞叹其为

“巴蜀古建筑实物宝库”。

用好法律“利剑”。阆中古城保护从来不是

一帆风顺。调研组了解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阆中古城也曾面

临着如何改造和更新等一系列问题。阆中市人

大常委会原主任王明奎介绍：“2000年前后，旧

城改造风盛行，三陈街多套‘回字型’院落被拆

除，真是太可惜了！那时候，我们就自发组织古

城保护活动，呼吁古城保护有法可依。”2004年

7月，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全省第一部保护古

城的地方性法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从规划、保护、建设、管理等

方面明确了具体翔实的刚性规定。2019年5月，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又对《条例》补充修订了10余

处，将古城保护范围从1.78 平方公里拓展至

23.17平方公里，并确定每年7月30日为“阆中

古城保护日”，扬法治风帆，护千年古城。

出好规划“图谱”。2024年11月，大东街94

号古城民居进行微改造，门口张贴着房屋修缮

方案公示，院子改造的施工单位、施工资质、施

工内容、施工材料等一目了然。即将竣工的白

花庵街25号“积善堂”业主蒲清茂介绍：“施工

图纸、规范指标有政府指导，材质材料、施工工

艺有专家把关，我们省心舒心。”近些年来，阆

中市编制出台《阆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阆中古城保护名录编制管理办法》《阆中古城

维修规范》等政策文件，建立古城保护名录制

度，把古城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古树名

木、非遗项目等要素纳入保护名录范畴，让古

城保护真正有规可循、有制可守。从微改造中

获益的三联书院业主段君坦言，“当年因为立

法保护，想拆没拆成，现在庆幸没拆，才留住了

古城的老样子、老记忆”。

抓好责任“主体”。调研组在社区座谈时，社

区干部介绍，“古城的管护，曾经是‘九龙治水’，

上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登门要求，下午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过来查看，第二天消防等部门又前

来检查，一拨又一拨。其实，政府责任大，老百姓

也心烦”。为了抓好古城统一管护，阆中市一直

探索如何推动体制改革。如今，阆中古城景区管

理局牵头，与阆中市规划、住建等部门实行联合

办公机制，每周三集中勘察审查古城房屋修缮

保护问题，让群众“最多跑一次”。阆中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负责同志在座谈时提到，“我们和公

安、文旅等21个部门还配合古管局组建了联动

执法队伍，常态化巡查处置古城私搭乱建等违

法违规行为。去年以来就处置了28起”。除了理

顺古城保护管理体制，最有力的是发动大众参

与。被评为古城保护先进个人的何国雄深有感

触：“古城保护普法20余年了，我从事古城保护

也有14年，获得荣誉，既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

动力。我们一定把古城守护好。”

二、阆中古城是如何留住人的？

“历史的原真性”和“生活的延续性”，一直

是阆中古城的最大特点、最大价值、最大魅力。

有媒体报道时讲到，阆中古城留下的不仅仅是

青砖黛瓦的建筑形态，更在于“人”赋予的生命

力和烟火气，还在于古城人世代传承的生活方

式、俚语方言构筑起的精神纽带和基因图谱。怎

么留住人？那就是让古城人有获得感、幸福感。

保持古城历史原真。调研组走遍阆中古城

街巷，明显感受到，古城“山—水—城”的历史风

貌、地理格局得到完整延续，“唐宋格局、明清风

貌”的街巷布局、民居院落得到原真保存。阆中

市坚持“慎重拆、慎重建”的理念，明确不拆除文

物（历史）建筑、合理修缮古城风貌建筑，有效保

护了不可移动文物46处、历史建筑86处、传统

风貌民居200余处。除了落实保护规划和修缮

规范，阆中市成立文物保护中心、历史文化名城

研究会等，汇聚了50余名本土专家，结合古城修

缮保护需求培育古建筑修复资质公司4家、川东

北民居传统工艺施工队9家、古城民居修缮工匠

100余人，让保护修缮有队伍、有传承。阆中市还

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投入约30亿元实施古城

“微改造、精提升”工程，对破损路面、旱厕及水

电气网等进行系统改造。胡家院业主胡宗林常

常向游客感叹：“以前院子里破烂开裂，父母亲

曾动过不少念头搬家到新城。现在你们看，清朝

康熙年间修的老院子留下来了，真的是既有‘面

子’，也有‘里子’！”

改善古城居住环境。调研组了解到，阆中很

早就摒弃把原住民迁出、商业利益最大化这种

模式，而是把原住民作为古城最重要文化传承

主体进行整体保护，明确了“不迁居民、不迁学

校、不迁市场作坊”的原则，实现人城相契相

守。目前，4万多居民在古城内安居乐业，“柴米

油盐”升腾起人间烟火气。古城居民胡平告诉

调研组，他原本以为古城保护了，就要把居民

都迁出去腾给生意人，“没想到我们不仅住在

老地方，还可以继续挑着担子卖石磨豆花。现

在我的手艺传下来了，有稳定的收入，日子也

过得踏实”。古城内设有幼儿园、重点小学和重

点中学5所，每日近2万名学生穿过古城街巷

进入学校求学问知。古城内还有3个农贸市场、

3条农贸街，有酿醋、牛肉、蒸馍等各类小作坊

300余家。65岁的邓学平是土生土长的古城

人，他经常讲：“我一生都在这里，根也在这里，

现在的古城生活其实很方便，买点什么、吃点

什么出门就能解决。”阆中中学高二学生崔航

彬在他获奖作文中写道：“校内校外都是知识

学习，上学放学都在触摸历史。从清晨的江风，

到傍晚的霞光，随时都在感受着千年的脉动。”

丰富古城生业形态。阆中市坚持“无市井、

不古城”理念，丰富的古城业态让居民既可生

活好，也能有生计。如今，阆中古城有各类经营

主体1283户，其中名特产品店274家、民宿客

栈173家、汉服店39家，就业人员超1.5万人。

2005年成为古城第一批导游的苟全华，在古城

保护整体提升、人气“爆火”后，转型自主创业，

经营了一家阆中染坊客栈，常年入住率保持在

70%以上，节假日期间更是一房难求。调研组

走访看到，古城中还有一大批如阆中书院、孔

家大院等将不同建筑形态和文化形态相融合

的特色民宿，与“前店后厂、前铺后居、前作坊

后庭院”生活场景错落有致，让古城的烟火气

在岁月流转中愈发浓郁。阆中还常态开展春季

“汉服纪”、夏季龙舟赛、冬季春博会等特色活

动，推出阆苑仙境寻踪之旅、博物馆探秘之旅

等精品旅游线路，扶持推出特色文化沉浸式体

验项目，让更多文化新场景、新服务、新业态在

古城中积聚。

三、阆中古城文脉如何传好
守好？

肌理是表，文脉是根。在与古城干部群众

交流中，调研组感受最深的是，如果说之前所

做的一切“有形”的保护是让阆中古城“活下

来”，那么文脉的传承，则是着眼发挥文化的内

生动力，通过文化赋能、文化聚魂，让阆中古城

真正守住文脉。

古城保护中留住底蕴。古城的灵魂，已经渗

入古城的每道砖缝、每栋楼阁之中。调研组发

现，古城居民在修房时，会把门神画在大门上。

门神画师张桅解释道，“把传统的民俗文化和

当下的表达方式结合起来，让非遗技艺在代代

传承中焕发新生”。阆中坚持以“匠心传承”延

续文化脉络，依托阆中丝毯、保宁醋等非遗项

目和四川大学等高校资源，改进非遗技艺16

种，培养传承人500余名，复现古代民俗活动

50余种。走在古城的大街小巷，既能感受到“秀

才赶考”“张飞巡城”“夜间打更”等古代生活方

式，也能体验到“皮影迪斯科”、编一编手工地

毯、酿一酿原味醋等传统技艺。调研组在白花

庵街上的老丝厂集体宿舍前还看到，墙壁上保

留着20世纪60年代的老标语、旧海报，这座颇

具年代感的宿舍现被巧妙地改作青年旅社，成

为年轻人喜爱的网红打卡地。

古城发展中赓续文脉。古城要形神兼备，必

须靠文化赋予精神内核。在阆中，春节文化、三

国文化、红色文化交相辉映。在守护古城形与

魂的同时，阆中市注重以特色文化再现为切入

点，以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追溯挖掘古城的

历史文脉传承，以现代化的方式进行表达，避

免主观臆造、戏说胡说。始建于唐代的阆中文

庙，作为川北供奉孔子、传承儒家文化的重要

场所，曾一度被用作拘留所，经充分研究论证，

阆中市对照壁、棂星门、大成殿等建筑进行抢

救性修复，使其成为全民阅读、经典诵读等文

化活动的重要承载地。

传播交流中讲好故事。一部好作品往往能

让人记住一座城。调研组发现，在四川省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双试点”补助资金等政策的推

动下，阆中以本地特色文化为源泉，集合优秀

文艺人才创作了一批文化精品。《文脉春秋》

《跟着书本去旅行》等央视纪录片再现了阆中

的厚重历史与非遗习俗，《阆中民间传统文化

集成》《落下闳研究文选》等图书呈现了阆中的

璀璨人文和城市魅力，阆中民俗舞蹈《亮花鞋》

登上央视春晚舞台。阆中王皮影第七代传人王

彪说：“为了推广皮影艺术，我已赴全球30余国

和地区演出，就是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

阆中皮影戏的多姿多彩。”

四、阆中古城保护实践的启示

近年来，四川坚持保护为主不动摇，建立完

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体系化推进立

法保护、政策保护、系统保护和试点保护，多渠

道加强人才培养和价值研究，多层次推动传承

普及和转化利用，取得了一些成效，阆中古城是

一个例证。当然，阆中古城在收获社会各界关注

和褒奖的同时，保护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传统

民居风貌与现代居住需求的冲突、非遗技艺传

承的断层、旅游业态的同质化……这些问题既

考验着保护的智慧，也呼唤着创新的勇气。调研

中我们感到，保护不是静态的“封存”，而是动态

的“生长”；发展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对文化

的赓续；古城能安放乡愁，也需承载梦想。古城

的保护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实现

保护与民生的共生，让古城“活”下去；需要传承

与创新的统一，让文化“火”起来。

始终坚持保护第一，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

护与利用的关系。阆中古城的保护发生在城镇

化高速发展、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深刻变革、城

乡结构重塑的历史时期。实践证明，坚持保护

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是阆中古城

得以保持原汁原味、焕发生机活力的根本原

因。推动古城保护发展，要处理好保护与利用

的关系，划定整体保护的底线、合理利用的红

线，摒弃“拆真建假、拆旧建新”“重用轻保、重

旅轻文”等错误倾向，维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阆中古城正是采取微改

造、精提升这种“绣花”功夫，既改善人居环境，

又保护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

一体，让古城成为滋养居民生活的一方沃土。

实践证明，当我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

神，做到保护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保护的成果

由人民共享，让古城居民从“守护者”变为“受

益者”，那么古城的保护自然水到渠成。

始终坚持筑牢法治保障，用最严格制度最

严密法治保护文化遗产。阆中古城通过20余年

的普法宣传引导，从干部到群众都对古城保护

充满敬畏意识，实现了“要我保护”向“我要保

护”的观念转变，形成了“人人都是守护者、人

人都是守城人”的浓厚氛围。实践证明，当文化

遗产保护有了健全的法治保障，当全社会有了

强烈的文化遗产保护法治意识、行动自觉，那

么保护文化遗产就绝不会成为一纸空谈。

始终坚持赓续文脉，挖掘阐发古城历史文

化内涵。阆中正是通过不断挖掘春节文化、三国

文化等价值内涵，凝练文化符号、塑造文化形

象，生动讲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故事，变古城

“千城一面”为“千姿百态”，才引得每年超千万

游客纷至沓来。实践证明，文化遗产蕴含丰厚

精神财富，唯有不断加强文化遗产研究阐释，

充分挖掘其蕴含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道德

规范、艺术传统，才能使文化遗产在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生。

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强化科技赋能在古城

保护中的支撑作用。阆中古城充分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在智慧消防、无人机巡

查等多个领域实现创新应用，强化了安全，优

化了服务。实践证明，数字化是实现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数字化

建设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探索“文化遗产

数字化+产业化”共生发展模式，才能不断强化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生命力。

四川阆中古城的保护实践及启示
◎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调研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