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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城名都” 建设背景下 

宁波民国建筑遗产可持续发展研究 

苏勇军 江园园 

摘要：民国建筑遗产是宁波建筑体系中一朵靓丽的奇葩。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 要以更为广阔的视野， 从特定

时代的价值观念去审视宁波民国建筑所蕴含的丰厚内涵， 在保护的前提下， 将民国建筑遗产与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相结合， 实

现民国建筑遗产可持续发展， 让城市优秀的文化永续传承， 为宁波“名城名都” 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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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勇军， 宁波大学中欧旅游与文化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博士；  

江园园， 宁波大学中欧旅游与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浙江宁波 315211） 

建筑是一个区域一个时代文化的重要代表。民国建筑遗产是宁波建筑体系中一朵靓丽的奇葩。但最近二三十年来, 在高速

推进的现代化过程中, 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浪潮中, 宁波部分民国建筑遗产面临濒危状态。建筑遗产不可再生, 因此, 需要将

其纳入到一个更为广阔和久远的时空范围, 予以足够重视、悉心呵护, 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进宁波民国建筑遗产可持续发展, 有

利于“名城名都”建设目标的实现, 对于提升宁波城市国际化水平、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具有显著作用。 

一、宁波民国建筑遗产类别 

1911 年辛亥革命后, 许多在西方国家学习的中国建筑师及建筑商人纷纷回国设立建筑设计所、建筑营造厂, 将西方建筑中

的优点和当地传统建筑风格结合起来, 建造了一批近代公共建筑、洋房和民居住宅等, 从建筑风格看, 既有西方古典主义、折

衷主义、中西合璧的特征, 又有在传统木构架加上西式装饰的形状。宁波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商埠, 在对外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过程中, 外来的建筑艺术与宁波自身传统相接触, 两者之间由并存继而相互影响, 从而为宁波留下了一批精美的建筑遗产。根

据调查, 宁波现存的民国建筑遗产有近千幢之多, 按不同功能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六大类。 

(一) 商业建筑 

宁波贸易商事起源很早, 近代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宁波帮”, 凸显宁波商业活动的盛名, 在建筑类型上也留下了宁波商帮

文化的特色。 

1. 钱庄。钱庄是旧中国的一种民间性信用机构, 对于调剂工商、扶植金融、繁荣市场、便利汇兑等曾起过积极作用。宁波

钱庄业始于清初, 开埠后, 由于商埠活动频繁, 钱庄业发展很快。宁波的钱庄建筑大都集中于江厦地段。 

2. 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宁波分行现存建筑建于 1930 年, 由德国西门子公司设计。现存建筑分东西两部分, 东部又分南中

北三部分。南西部全是三层单檐楼房, 中间有走廊, 其正门宝塔形挂面由黑色大理石贴就, 庄严肃穆, 台阶、第二道门面装饰

均采用白色大理石。内部顶及四周壁围石膏装饰, 具有鲜明外来建筑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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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馆。以钱业会馆为代表。钱业会馆建于民国十四年 (1925 年) , 该馆占地 1521 平方米, 是一座由前后三进、亭台楼

阁、园林布局组成的中西式砖木结构水灰嵌抹的二层楼房。第二进与第三进之间筑有小巧别致的花园谓“钱园”。 

4. 商铺。以宏昌源为代表。宏昌源是 20世纪 30年代典型的甬式糕点商铺, 正立面采用了混凝土材料, 并运用了三开间对

称式结构。墙上的竖向浮雕装饰仿照了西式建筑风格, 顶部突出, 用折线形山花修饰, 以卷涡向两侧延伸, 两侧墙则是立柱透

空式。以一个单坡顶从前向后坡去的外观, 突出了正立面的高大、气派和店招的吸引作用。 

(二) 名人故居 

宁波历来是人杰地灵的文化名邦, 近代宁波更是群贤辈出。历史人物故居被列入国家级文保单位的有蒋氏故居等；列入浙

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沙氏故居或其他纪念馆、艺术馆等。 

1. 蒋氏故里。位于溪口镇上的蒋氏故居建筑群主要由丰镐房、玉泰盐铺、小洋房、文昌阁、蒋母墓道、摩诃殿、蒋氏宗祠、

武山庙等八处构成, 1996 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外, 溪口镇还保存着许多完整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民

国建筑群, 如武岭学校、武岭门等。 

2. 商帮故里。镇海区庄市街道共聚集有 60 余处宁波帮故居, 包括包玉刚、叶澄衷、邵逸夫、赵安中、包从兴、乐汝成、

庄熙雄故居等。这些宁波帮故居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用材考究、装饰精巧。位于庄市叶家村的叶氏义庄, 于 1902年由宁波帮

领袖叶澄衷筹资创办, 后改为中兴学堂。叶氏义庄创办一百多年来, 曾培养出了包玉刚、邵逸夫、包玉书、赵安中等名扬海内

外的宁波帮名人, 被誉为“宁波帮的摇篮”。 

(三) 公共设施 

民国时期, 宁波的公共建筑类型多样, 门类齐全。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类。 

1. 医院。以同义医院为代表。同义医院距今已有近 100年历史。目前, 民国期间所建几间红砖洋房还在, 现已改为康宁医

院行政楼。 

2. 邮局。宁波邮政局共两层, 该建筑始建于 1927年, 采用砖混结构, 其平面呈凸字形, 屋顶是四坡顶和人字顶的组合, 外

墙是青砖和红砖结合, 入口柱则采用了爱奥尼柱式, 柱身和建筑底部分开, 柱头有一对向下的涡卷装饰, 颇有古希腊式风格。 

3. 桥梁。以灵桥为代表。灵桥横跨奉化江, 连接海曙区药行街东端与江东区百丈路西端。该桥于 1934年至 1936年建造, 由

德国西门子洋行中标承包建造。是宁波标志性的建筑。 

4. 学校。以启明女中为代表。启明女中原位于宁波海曙区丝户巷, 为一幢一正两厢及天井的中西式三合院建筑, 小青瓦屋, 

硬山顶。1994年 7月 1日, 辟为“大革命时期中共宁波地委旧址纪念馆”。 

5. 图书馆。以中正图书馆为代表。中正图书馆旧址位于奉化锦屏街道, 其主楼是一幢三开间三层仿西洋式建筑, 前立面为

罗马式穹顶, 每层前廊为花柱扶栏大阳台, 托斯干柱式。整幢建筑布局合理, 结构庄重、装饰俏丽, 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洋

建筑文化影响我国的典型建筑之一。 

(四) 红色革命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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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有悠久的革命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宁波民众为了自由与独立, 奋起抗击反动势力与外来侵略者, 展开英勇斗

争, 留下了丰富的革命历史建筑遗迹。 

1. 革命旧址遗迹。著名的有宁波市总工会旧址、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临时代表会议旧址、石公馆、梅花村会议遗址、“七?一

七”镇海 (宁波) 保卫战遗址、“四?一九”镇海口失守遗址、镇远炮台遗址、解放大榭岛之战遗址、中共镇海县工委旧址等。 

2. 纪念性建筑。著名的有杨贤江故居、柔石故居、马宗汉故居、邵荃麟故居、应修人故居、王家谟烈士故居、卓兰芳烈士

故居、殷夫故居、唐弢故居、袁牧之故居、林汉达故居、北仑革命烈士纪念馆、大榭烈士陵园、邬隘革命烈士陵园、胡焦琴烈

士纪念亭等。 

(五) 宗教与祭祀建筑 

1. 宗教建筑。以宁波百年堂为代表。宁波百年堂由英国圣公会创建, 为纪念英国圣公会 1848 年开始在宁波传教, 定名为

百年堂。 

2. 宗祠。秦氏支祠是宁波近代较有名的宗祠建筑, 系该氏后裔、旧时宁波钱业巨子秦际潮所建, 建成于民国十四年 (1925

年) 。全部建筑共三幢, 由照墙、前厅、戏厅、戏台、中厅和后厅联成一条中轴线, 东西两侧配以楼房, 组成一座规模颇大的

建筑群。 

(六) 特色建筑 

1. 走马楼建筑。东钱湖殷湾十四间走马楼位于东钱湖镇殷湾东村, 为民国时期典型风格建筑。整座建筑东西长 35 米, 南

北宽 23 米, 由东西五开间及南北两侧厢楼组成四合院, 共计 14 间。整座建筑中宽 2.3 米的西式风格正墙门, 牢固的硬山顶、

穿斗结构, 整齐的瓶式阳台栏杆、精美的檐下雕饰、完整的花格门窗, 明显有外来文化影响的痕迹。 

2. 石库门建筑群。石窟门建筑, 其石库门大多由半圆形的几何图案作为门楣的外轮廓线, 线内描摹花朵和枝叶等。石窟门

的两侧使用了西方古典式的壁柱, 下端与西化的垂花柱相连接。宁波的石库门建筑主要集中在江北区老外滩一带。 

以上所列举的只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建筑, 且多为人们所熟知的部分, 在其他地方集中或散落地保存着的许多优秀民国

建筑也极具历史文化价值。 

二、宁波民国建筑遗产的特征 

(一) 类型多样, 中西融合 

从建筑类型上看, 宁波民国时期建筑遗产主要有医院、学校等教会建筑；银行、会馆、戏院、旅馆、海关等公共建筑；厂

房、仓库等工业建筑；码头、车站、桥梁等交通建筑以及各类住宅建筑等。从建筑形式上看, 以传统民居形式为主, 但也出现

了仿西方古典主义、折衷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建筑形式。如奉化锦屏街道留存的民国建筑具有中国古典建筑写意式的特性, 并融

合了当时西洋建筑特点；如奉化中正图书馆旧址采用了罗马式穹顶, 下用四礅圆形钢筋砼双柱支顶的西方建筑格调, 虽经 80年

风雨, 仍牢固如初, 体现了西方建筑布局合理、结构庄重、用材考究、装饰俏丽、牢固耐用的特点, 与我国传统建筑形成鲜明

的对比。 

(二) 低调内敛, 深藏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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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现存的民国建筑遗产, 普遍高墙围护、主门偏侧、简易朴素。特别是在清末宁波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后, 经商者众多, 房

主人在财不外露的思想支配下, 对居宅大院着意于“深”和“藏”。如月湖中营巷赵宅, 门厅较窄, 外观普通, 不为外人注目, 但

宅院规模宏大, 堪称月湖西区第一大宅。赵宅主体建筑坐北朝南, 中轴线上主体建筑有台门、仪门、三门、大厅、后楼、东西

厢房。台门三开间, 牌楼式仪门、砖雕, 月粱刻松鼠吃葡萄、龙凤头、荷花莲蓬蝙蝠图案以及人物画木雕等, 颇具艺术特色。

如开明街姚宅建于民国初年, 主体建筑坐北朝南, 由前厅、大厅、正楼、后屋组成。前厅和大厅为面阔三间二弄的二层楼房, 饰

车木栏杆, 廊楼板端面有卷草纹雕饰。正楼为面阔三间一弄、进深五柱的高平屋, 五脊马头山墙。后屋为三间一弄硬山式高平

屋。这些建筑无一不体现着宁波人低调内敛、深藏不露的风格。 

(三) 分散与集中分布相结 

合民国建筑遗产在宁波大市范围内广泛分布, 但在奉化、江北等区域分布相对集中。据统计, 奉化区域范围内有一定时代

特征、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民国建筑有 279幢, 大体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是蒋氏父子故居, 包括丰镐房、小洋房、玉泰盐铺、

蒋母墓、摩诃殿、蒋氏宗祠等；第二类是在当时政府要员的旧居或蒋介石亲戚、朋友的旧居, 如爱日庐、毛邦初旧宅、芹庐等；

第三类是当时在沪等地经商的商人回乡所建居所, 如鹤庐、居敬新六房等；第四类是由当时的乡绅捐资建造的公益性设施, 如

中正图书馆旧址、总理纪念堂、武岭中学等。 

三、宁波民国建筑遗产可持续发展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 宁波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对民国时期遗留的建筑予以了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 相当一部分民国建筑遗产、

特别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大型建筑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与管理, 如蒋氏故里等。但是, 随着城市改造更新的加快、土地价值

的提升, 很多优秀的民国建筑遗产已不复存在。因此, 保护现存的民国建筑遗产是当务之急, 推进民国建筑遗产可持续发展是

宁波实现“名城名都”建设目标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 加强民国建筑遗产的调查与价值评估工作 

民国建筑遗产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审美艺术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社会价值以及经济价值等。调研中发现, 尽管许多宁

波民国建筑遗产有着较高的历史文化审美等价值, 但大部分目前还只停留在居住使用的层面 (即实用价值) , 对民国建筑的文

化遗产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不尽如人意。建议成立民国建筑价值评估委员会, 由建筑、史学、艺术、经济等多学科专家组成, 对

宁波民国建筑的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估, 为民国建筑建立科学完备的档案, 包括原状、现状、本体组成、产权和历史事件等, 弄

清民国建筑遗产的来龙去脉, 有助于民国建筑保护工作的开展, 也有利于加强对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 同时在产业开发中, 有

助于内涵的挖掘与提炼, 提升可持续发展层次。 

(二) 探索有效的民国建筑遗产可持续发展模式 

文化遗产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资源, 是延续城市记忆的文化空间。应从文化空间发展的视角审视宁波民国建筑遗产可持续发

展过程, 探索多元化开发模式有助于缓解遗产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基于此, 我们认为, 三种模式值得尝试。其一, 对于那

些散落在日常生活空间的民国历史建筑、街区或文化元素, 应保留其原有的生活气息而不进行商业项目的开发, 并通过动态耦

合开发模式, 形成文化空间生产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协调共生、动态螺旋上升的耦合关系。其二, 对于可以进行适度商业开发的

承载民国文化元素的实体建筑, 应进行基于休闲娱乐的文化空间生产, 同时根据消费群体、消费方式、消费行为, 打造差异化

文化空间, 并通过双边市场推动模式培养居民的文化消费习惯。其三, 充分认识建筑遗产既能为文化创意提供设计的来源、又

能作为文化符号与其他产业实现融合发展的特性, 对文化遗产进行基于创意设计的文化空间生产, 并通过分工协作和价值扩散, 

实现建筑遗产的创意化和相关产业的创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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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让民国建筑在人们眼中“活起来” 

按照建筑的历史、艺术和技术价值、不同层次的保护要求和民国建筑使用的资质制度, 要确保可持续发展, 能够严格保护

重要民国建筑的周边环境, 周边建筑在色彩、高度方面也需与民国建筑相协调, 简言之, 是要让民国建筑在人们眼中“活起来”。

如将溪口等民国建筑较为集中的地段, 用街的方式将各幢建筑串联起来, 或者以复原民国风貌的方法, 形成具有民国风情的文

化景观街, 同时打造民国风俗情景秀———黄包车夫拉着客人穿梭, 车上坐着身穿传统旗袍、民国时装的神态各异的贵妇名媛；

游动卖烟、卖花、卖报的姑娘和报童, 在老街上来回兜售；街角摊位代写书信的老先生正在为客人代写家书；街头进行着的中

山装、洋装、旗袍、学生装、长衫马褂、袄裙等服装秀……给人时光倒流、昨日重现的感觉。或者通过新旧建筑景观的碰撞、

穿插, 营造一种相互融合的街区, 使得街道、界面、广场都以相对混沌的态势出现, 以增加街区的空间体验性和空间复杂性。 

(四) 加强区域合作, 打造民国旅游精品 

当前, 要进一步挖掘宁波民国建筑资源, 可联合华东区域内其他城市共同打造“民国 (建筑) 遗产游”品牌。南京、杭州、

宁波和湖州等地在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各类建筑遗产十分丰富。宁波是著名的蒋氏故里, 建筑遗产至今保存完好；湖州

是众多民国名人和国民党元老的故乡；杭州则自古即为江南名邑, 自然也留下了很多民国名人的足迹, 各种民国建筑遗产数不

胜数；南京作为当时的中华民国首都, 大量标志性的民国建筑是独一无二的。建议这些城市的旅游部门携手共同包装推出华东 

(南京———湖州———杭州———宁波) 民国文化 (建筑) 遗产体验游, 这样有利于动态保护民国建筑遗产。 

(五) 加大建筑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投入和政策引导 

一是加大民国建筑遗产保护与开发多元化资金的投入。建议国家和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大保护的投入, 同时通过各种合法渠

道吸引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投入到保护与利用工作中。二是加大建筑遗产保护与开发人才的培养。加大各级管理、设计、施工

单位的培训, 提升人员素质, 在高等院校设立“建筑遗产保护专业”或开设相关课程, 培养专业人才。三是加大政策引导, 对

保护建筑遗产的企业、单位、个人给予资金补贴、税收减免、社会荣誉等奖励政策。 

注： 本文为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宁波市民国文化资源保护与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G16－ZX23）） 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