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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乌见义乌看看
西门老街古韵焕新生

迎着2025年第一缕阳光，时间镌刻下新的年轮。
上月31日，西门老街历史文化开发项目一期乌街区块揭开面纱，解锁了新场景、新玩法、新体验，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往跨年游玩。
西门老街是义乌城市发展变迁的重要见证。和煦的冬日暖阳，洒在纵深贯穿的老街上，仿佛可以照到历史的尽头。穿梭于纵横交错的石板路，蜿蜒幽深的巷道，

深深感受到藏于闹市之中的老街，不仅延续着城市文脉，也让城市文化变得更加厚重。
“古韵新辉·梦回西门”新年系列活动，是西门老街赠予新老义乌人的美好祝福，带着广大市民、游客领略穿越古今的奇妙之旅。透过精彩不断的活动，似乎遇见

了旧时光，看到商贾云集、商铺林立的繁华街市，触摸到藏于晨钟暮鼓、光影流年里的历史记忆。

拨动时光的琴弦，我们的记忆回到西门老街最
初的样子——

修于 1596 年的明万历《义乌
县志》旧图标注，城区仅有

“县前直街”“上市街、下
市街(俱在县西俱在县西)”3条街
道。“上市”，就是西门
街的入口，在城区
西城门“迎恩门”之
内。在清嘉庆《义
乌县志》中，“街”
条目下，所列的
街道有 4 条：“县
前直街（即东街即东街）、
上市街（县西县西，，在迎在迎
恩门内恩门内，，与西街相与西街相
贯贯）、南街（旧名下市旧名下市
街街）、西 街（湖 清 门湖 清 门
内内）。”这些街道中，属上
市街（西门街西门街）最繁华。

据记载，西门街内有童大宗
祠、旌节牌坊、育婴堂、崇祀坊、童忠义
祠（纪念抗倭名将童子明纪念抗倭名将童子明）、大夫第（也叫景谊堂也叫景谊堂）、
迎恩门、养济院等众多建筑。据西门街的老人回
忆和现存的建筑可知，还有会魁第、绳武堂、还金
堂、魁星塘（魁星阁魁星阁）、城隍庙及近代名人童必挥故
居等。

《稠西童氏宗谱》曾描绘了西门古樟树的“身
影”。约在20世纪70年代，稠城西门新马路边、义乌
酒厂的围墙中，有一棵高40多米的古樟树。提起这

棵樟树，见过它的老义乌人几乎都会异口同声地说：那是一棵很
老很大的樟树！相传为800多年前乌童氏先祖从开封南下、卜居
义乌西门时所植。据相关史料记载，宋朝承事郎童廉，随君护驾
南迁至义乌稠城西门，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子孙满堂、家兴业
旺。庆元二年（11961196年年），婺州永康状元陈亮四子陈涣公迁徙到
西门上市街，成为绣川陈氏的始祖。

明清时期，西门已发展得初具规模，还涌现出了以童子明、
陈达德、童楷等为代表的能人贤士。至清末民初，童、陈、
龚等几个望族开始兴办实业。从近代百年看西
门老街，记载了例如童慎记印刷厂、振丰南
货店、童义兴铜店、南华公司、龚聚源、
方泰兴荣记、童森记酒业、源茂号、王
乾记、龚振大号等商家。当时的老
街，星罗棋布的祖厝、商号跃然入
目，载满故事。这些古建古迹商号
见证了商贾云集、商贸往来频繁
的盛景，也成为经济社会繁衍发
展的有力写照。

西门地理位置特殊，自古就
是义乌至金华府陆路通道的官府
驿站，人、财、物聚集于一体的商贸
中心。20 世纪末，西门老街还留有一
批四合院落，这些建筑矗立在蓝天之
下，一户户人家围绕着这个中心，享受天
伦之乐。

1987年《义乌县志》载：西门街有双桂巷，又名
双贵途。城内居民俗例，娶媳自朝阳门进，嫁女从双贵途出，以求
吉利。

双桂弄是西门街童大宗祠旁边一条南向的弄堂双桂弄是西门街童大宗祠旁边一条南向的弄堂。。此弄位于此弄位于
山坡上山坡上，，北高南低北高南低。。““双桂弄双桂弄””的得名与童居易和童必大两位进士的得名与童居易和童必大两位进士
有关有关。。南宋嘉定十年南宋嘉定十年（（12171217年年），），童氏第四代孙童居易和第五代童氏第四代孙童居易和第五代
孙童必大双双荣登吴潜榜进士孙童必大双双荣登吴潜榜进士（（雍正雍正《《浙江通志浙江通志》》有载有载），），故县城故县城
西门童大宗祠院内植有桂树两棵西门童大宗祠院内植有桂树两棵，，喻为喻为““一门同榜双进士一门同榜双进士””。。两位两位
进士进士，，是古代先贤勤奋好学是古代先贤勤奋好学、、刚正为民刚正为民、、忠勇爱国的楷模忠勇爱国的楷模。。西门老西门老
街的一草一木街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砖一瓦，，印刻着过往历史印刻着过往历史，，承载了数代义乌人承载了数代义乌人
的乡愁记忆的乡愁记忆，，浸润着城市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气质浸润着城市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气质，，深刻诠释了深刻诠释了

““勤耕好学勤耕好学、、刚正勇为刚正勇为、、诚信包容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的义乌精神。。
西门老街西门老街，，是一段历史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文化；；是城市的缩影是城市的缩影，，更是更是

记忆的归宿记忆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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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街并不长，在 2000 年的城市改
造之前，只有823米，宽3米—9米不等。改
造后，西门街东西两头分别通往丹溪路与
香山路，仅剩 600 余米。西门街东侧入口
距离繁华的主干道丹溪路步行时间不到
1 分钟。隔着街道两侧，繁华与市井只有
一线之隔。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经岁月的冲刷，
西门老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残破、萧
瑟。坑洼的路面、随意的摊点、肆意排放的
污水，让它与周围的热闹商圈、住宅区格
格不入，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

如何让老街小巷“活起来”？
对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是前提，传

承是基础，创新是关键。“老街历史文化开
发，首要前提就是保护。我们在保留历史
建筑风貌、体现商业遗存风格的基础上，
加入新的业态元素，赋予它‘新生’。”市交
旅集团文旅公司副总经理宗远翔说。2022

年，义乌市西门老街历
史文化开发项目启

动，区域总面积
约 195 亩 ，总
建筑面积约

28.6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6.1万
平方米（包含乌街包含乌街、、金街金街、、赤街等区域赤街等区域）。

自项目建设以来，交旅集团以“保护
为主、更新为辅”的方式，有序推进西门
老街建设。同时，团队选择在设计上“做
减法、做还原”，尽可能恢复建筑风貌的
多样性。相比以往，他们选择“卸妆”，更
好展现老街真实的历史风貌。漫步于乌
街区块，我们看到一幢老建筑的门头做
工细致考究。一打听，全是保留下来的原
貌，甚至连大门一侧的排水孔也被原封不
动地保留下来。

进入屋内，令人惊喜的是，脱漆、清洁
后的木构件展露出黄褐色，清晰均匀的纹
理记录着岁月的流逝，独有的色泽与质地
非人工漆面可比拟。历经精心修缮，这处
古建筑从内到外均呈现修旧如旧的面貌。
窗格子用镂空的好似古铜钱做图案，构思
巧妙。窗格子通风透光，院落与街上的杏
树视线衔接——不妨想象，曾经居住在此
的人们，是不是常常踮起脚来，透过窗格
子寻找院落外的乐趣？

历史文化开发让老街焕发新活力，也
给了一些老旧建材第二次生命。建设团队

探索老旧建材回收利用的方式，对原有的铺
地砖、瓦、墙砖、木构件等物件尽可能回收利
用。据了解，对于木材来说，由于木结构容易
被腐蚀，木屋架与木饰面层更易残损，所以
在修的时候采取的手段是应保尽保。有的建
筑时不时送上“惊喜”，被除去下沉、外包构
筑物遮挡等因素，依旧保持原来的风貌轮
廓，焕发新生，重回“年轻态”。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快看，西门老街
亮灯了！”上月 27 日傍晚，随着西门老街乌
街区块的徽派建筑顶部依次亮起暖色灯，
市民纷纷赞赏有加。入口处的“西门”发光
大字引人注目，大型非遗龙头灯占据古街
入口的“C 位”，展现别致的造型，透露美好
的寓意，也让人想起西门街关于西隅龙祖
的传说。整个西门老街被打扮得喜气洋洋，
渲染出欢乐的节日气氛，被浓浓的新年味
道塞满。

眼下，一座座灰砖黛瓦的老建筑正逐
步恢复往昔韵味。乌街两侧，茨瓦白墙错落
有致，多数建筑的卧瓦、屋脊精巧铺设，外墙
砖片、勾缝细致入微。细细观察，建筑、小路
的颜色有深有浅，呈现温润质感，为西门老
街增添了生动与灵气。

横向看——老街新韵内外兼修

想要探寻一座城市的成长想要探寻一座城市的成长，，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看看它的旧城老街看看它的旧城老街。。虽不如新的区域一样虽不如新的区域一样
光鲜亮丽光鲜亮丽，，却浓缩了时代的光影却浓缩了时代的光影，，自有一份自有一份
遗世独立的闲适与宁静遗世独立的闲适与宁静。。

西门老街坐落于市中心核心区域西门老街坐落于市中心核心区域，，由由
县前街县前街、、香山路香山路、、城中路和丹溪路合围而城中路和丹溪路合围而
成成。。为再现老街繁荣为再现老街繁荣，，西门老街历史文化开西门老街历史文化开
发项目以我市历史文化肌理为主脉发项目以我市历史文化肌理为主脉，，注重注重
老街生活复原老街生活复原，，推动商城历史风貌推动商城历史风貌、、商贸文商贸文
化精彩再现化精彩再现，，打造沉浸式文旅商业街区打造沉浸式文旅商业街区。。

““小时候住在西门小时候住在西门，，家门口一口池塘家门口一口池塘，，路两路两
边都是小店边都是小店，，十分繁华十分繁华。。””生长于西门老街生长于西门老街
的市民曹宵宾回忆的市民曹宵宾回忆，，当时酒厂就在路口当时酒厂就在路口，，每每
次路过都能闻到酒香次路过都能闻到酒香。。““希望老街能一直存希望老街能一直存
在在，，它一路它一路‘‘见证见证’’了义乌的发展了义乌的发展。。””他的感他的感
言言，，成为不少成为不少““西门人西门人””的共鸣的共鸣，，人们也在关人们也在关
注着西门老街的变化注着西门老街的变化。。

抗倭名将戚继光捐资建造的戚宅里记抗倭名将戚继光捐资建造的戚宅里记
载他在义乌招兵载他在义乌招兵，，地点就设于此地点就设于此。。这些古建这些古建

筑历经数百年风雨筑历经数百年风雨，，依旧耸立依旧耸立。。采访当天采访当天，，
我们正好遇到来自市武术协会的武术爱好我们正好遇到来自市武术协会的武术爱好
者们者们，，在戚宅里拍摄武术主题的短片在戚宅里拍摄武术主题的短片，，精彩精彩
的表演为承载历史的古建筑增添了一抹别的表演为承载历史的古建筑增添了一抹别
样的文化亮色样的文化亮色。。

火树银花合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星桥铁锁开。。新年伊始新年伊始，，
““绣湖赏灯会绣湖赏灯会 西门好市多西门好市多””活动在绣湖广活动在绣湖广
场和西门老街同步开启场和西门老街同步开启。。古风趣味快闪古风趣味快闪、、曲曲
艺演绎艺演绎、、趣淘大小集趣淘大小集、、游园会等环节游园会等环节，，让西让西
门老街好戏连台门老街好戏连台，，烟火气满满烟火气满满，，文化味更文化味更
浓浓。。西门老街正在重获新生西门老街正在重获新生，，一步步迎来一步步迎来

““闲生活闲生活”“”“慢生活慢生活”“”“新生活新生活””。。
时光赋予西门厚重的文化积淀时光赋予西门厚重的文化积淀，，业态业态

扩展将使这片土地更具生机与活力扩展将使这片土地更具生机与活力。。据介据介
绍绍，，上月上月3131日日，，西门老街历史文化开发项西门老街历史文化开发项
目一期乌街区块启动招商预登记目一期乌街区块启动招商预登记，，针对文针对文
化化、、餐饮餐饮、、娱乐娱乐、、休闲休闲、、配套服务等业态开启配套服务等业态开启
全面招商全面招商。。

一条街巷一条街巷，，一方人文一方人文，，一段历史一段历史。。未来未来

的西门老街的西门老街，，将以深度文化体验为主将以深度文化体验为主，，保留街保留街
巷肌理巷肌理，，形成形成传统文化区传统文化区。。街区打造文旅新街区打造文旅新
空间空间，，不断优化推出特色性活动不断优化推出特色性活动，，营造消费营造消费
互动体验场景互动体验场景，，形成非遗游形成非遗游、、文化游等融合文化游等融合
发展格局发展格局。。此外此外，，还将打造特色风味体验还将打造特色风味体验、、百百
年老街的商业风貌和时尚乐活的休闲娱乐年老街的商业风貌和时尚乐活的休闲娱乐
氛围氛围，，让西门老街成为有颜让西门老街成为有颜值值、、有故事的有故事的““城城
市会客厅市会客厅””。。

迂回婉转迂回婉转、、四通八达的市井小巷四通八达的市井小巷，，聚拢来聚拢来
是烟火是烟火，，摊开来是人间摊开来是人间。。在西门老街在西门老街，，老街巷老街巷
与新业态混搭与新业态混搭，，碰撞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生碰撞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生
机机、、新活力新活力，，也将托起百姓也将托起百姓““家门口的幸福家门口的幸福””。。
同一个场地空间同一个场地空间，，不同业态灵活切换不同业态灵活切换，，商旅文商旅文
体融合发展所形成的消费新场景正成为城市体融合发展所形成的消费新场景正成为城市
新地标新地标。。

漫步老街漫步老街，，在古朴与现代中穿行在古朴与现代中穿行，，与青与青
砖砖、、圆顶圆顶、、雕花门廊的百年建筑同框雕花门廊的百年建筑同框。。邂逅这邂逅这
样的商城韵味样的商城韵味，，你你，，可欢喜可欢喜？？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傅柏琳 实习生实习生 马娇婷马娇婷 文文//摄摄

辩证看——“老街巷”蝶变为“新磁场”

“长枪短炮”聚焦老街。

琵琶演奏。

老街入口的非遗龙灯。

老街里的游园会。

街灯街灯

俯瞰街巷俯瞰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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