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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中心城区历史文化空间提升的 

运营对策及建议 

谢华春  陈青扬  王蓓 

摘要：宁波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 有着相对稳定的历史文化空间形态。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 城市面貌不断

翻新， 历史空间脉络不断被割裂， 亟需进行全方位的维系和整体保护。本文通过对宁波历史文化资源的整理， 力图构建宁波

中心城区的历史文化空间网络体系， 同时从网络化构建、管理模式、服务理念、服务效能、服务机制等方面提出进一步提升宁

波中心城区历史文化空间的运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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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厚的人文积淀, 自唐长庆元年 (公元 821年) 建城至今, 宁波城已有近 1200年的发展历史。

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城市发展史, 为宁波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现在宁波老城中的

许多著名历史文化遗迹作为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而得到了政府部门的保护, 但是, 这种保护往往是各自为阵、独善其身的。

另外, 宁波的许多旅游景点, 给外来游客留下的印象也往往是独立的、点状的、个体化的, 它们无法由点及面全方位展示宁波

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 无法充分展现宁波千年古城的历史风貌,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以宁波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历史文

化资源为研究对象, 秉承“全域化”理念, 整合宁波老城范围内的各类历史资源、文化遗产, 力图构建宁波中心城区历史文化

空间网络并探索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社会共建共享的全域化旅游运行发展模式的路径。 

一、构建宁波中心城区历史文化空间整体性的路径选择 

(一) 完善历史文化空间的网络化构建 

本文根据宁波中心城区资源特色, 将中心城区的资源分布划为“五大核心区”, 即三江口港贸文化核心区、鼓楼—孝闻街

名人与传统居住文化核心区、月湖藏书与传统居住文化核心区、郁家巷—天封塔名人与宗教文化核心区、南塘河水乡文化核心

区, 并与此相对应地对这“五大核心区”的功能要素提升提出路径选择。 

1. 三江口港贸文化核心区。该区域是明州港的旧址, 也是中国航海史和海洋贸易史的见证。如今被三江分隔, 空间上缺少

可达性联系, 是商业簇群区域而非一个核。建议通过遗址保护、设置博物馆、构建小品等方式, 拓展三江口的地域观, 增强三

江口区域的历史厚重感, 丰富城市文化类型, 提升城市环境。 

2. 鼓楼—孝闻街名人与传统居住文化核心区。此地是旧宁波城的核心区域, 建议以“人文生活延续、文化底蕴彰显、历史

文化街区价值重现”为目标, 以居住功能为主, 商业、旅游、文化等复合功能为辅, 将其打造成具有浓厚的宁波传统建筑文化

特色和典型的市井文化韵味的传统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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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湖藏书与传统居住文化核心区。该区域以月湖为中心、偃月街为南北纵轴联系十洲, 建议“以文化为导向的街区复兴

计划”为目标, 以文化功能为主导, 突出人文博览、文化交流、宜居生活、商业休闲和创意旅游等街区功能, 把该区域打造成

传承宁波市优秀文化传统、引领城市文化发展的“文化高地”, 成为具有得天独厚宜居条件的理想生活场所和具有公共性的高

品质街区。 

4. 郁家巷—天封塔名人与宗教文化核心区。天封塔是古代明州港江海通航的水运航标, 该核心区是历史上宁波最重要的居

民公共活动场所, 是明清以来以“一塔两寺”中的延庆寺、观宗寺为核心的宁波望族聚居的传统居住地, 更是近代宁波洋务运

动、商帮发展、文化生活的重要遗产资源。建议把此核心区打造成为以传统小吃和民俗表演、寺庙活动为特色, 体现宁波传统

民俗特色的商业街区。 

5. 南塘河水乡文化核心区。“南门三市”历史悠久, 堪称甬上商贸文化的源头, 前街后河的格局体现江南水乡城镇特色。

建议把此区域建成以文化、旅游、休闲为主导的传统关厢水乡风貌街区。 

(二) 打造“一环两纵三横”的轴 (环) 线, 连接五个文化核心区 

一环是望京路—长春路—灵桥路—江厦街—人民路和护城河、三江水系组成的水陆环线;两纵是公园路—镇明路—鄞奉路历

史纵轴和孝闻街—偃月街—共青路纵轴线;三横是中山路历史横轴、马衙街—柳汀街—药行街横轴和仓桥街—大沙泥街横轴。打

造“一环两纵三横”轴 (纵) 线的目的, 是为了连续五个文化核心区。 

1. 护城河—三江水系水陆双环线。护城河—三江水系沿线现有大量的高层建筑, 沿河沿江设置了腹地不同的绿地与广场。

建议打通环形水上游览线路, 和陆地环形慢行系统有机融合, 同时增设六个城门遗址公园, 实现水陆相通。 

2. 公园路—镇明路—鄞奉路历史纵轴。镇明路作为宁波历史上的“天街”, 是老宁波城子城的政权中心轴线。随着月湖东

侧的公园化改造, 现已嬗变为城市景观性道路。建议增强镇明路的轴线感, 通过城市立面改造, 修复水则碑、镇明岭庙、灵应

庙、长春门四处节点;修复平桥至湖桥之间的牌坊, 恢复水、陆双轴步行或单行系统与鼓楼步行系统、南塘步行系统相接。 

3. 孝闻街—偃月街—共青路纵轴线。打造以镇明路为主、偃月街为辅、内部街巷为补充的南北向轴线, 将鼓楼、月湖、城

隍庙串联为整体;打造偃月街—共青路轴线, 偃月街中段作为步行休憩空间, 打开月湖界面, 实现城湖融合, 形成具有江南水

乡特色的慢行区。 

4. 中山路历史横轴。中山路是宁波历史名城重要的空间骨架、历史环境的参照系。虽然经过“重点改造”已不具备整体保

护价值, 但对依附在这条轴线的历史信息应集中保护, 在鼓楼两侧构成局部历史环境景观。建议把天宁寺塔、范宅、永丰库、

望京门、东渡门等景点串联成珠;通过范宅区域的打造, 连通鼓楼与月湖历史街区。 

5. 马衙街—柳汀街—药行街横轴。结合街区及交通站点改造, 加强与月湖、三江口核心区的联系;优化马衙街的横向交通

环境, 与柳汀街、药行街组成横向辅轴, 串联天一阁、贺秘监司、关帝庙、佛教居士林、城隍庙、灵桥等宁波城区著名景点。 

6. 仓基街—解放南路—莲桥街—小沙泥街—大沙泥街横轴。通过对仓基街—解放南路—莲桥街—小沙泥街—大沙泥街轴线

的梳理, 加强区域内部联系;改善延庆巷, 营造历史和商业氛围;改善牌楼巷, 与莲桥第片区融为一体, 与延庆巷形成完整的步

行系统;把莲桥街改建为慢行道路, 弱化对莲桥第和观宗寺的分隔。 

总之, 通过对宁波中心城区历史文化空间城市形态和结构的分析, 确定以下建筑为标志物:一级标志物:鼓楼、天封塔、灵

桥、天主教堂, 景观标识性明显。二级标志物:中山公园牌坊、天宁寺塔、天一阁、超然阁、关帝庙、灵应庙、城隍庙、观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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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水桥。从视域及高度上分析, 主要保留传统四大景观制高点:鼓楼、天封塔、天主教堂、灵桥, 通过控制城市中心区天际线、

建筑高度, 形成视域通道。鼓楼视域通道往北为鼓楼步行街、中山公园;往西南为月湖藏书与传统居住文化区, 建议调整平桥社

区建筑形式与色彩, 使之与月湖文化区融为一体;往南是镇明路轴线, 天封塔作为“视觉焦点”;往东为大沙泥街通道;往南莲桥

第是观看天封塔的最好视点。天主教堂、灵桥互为视觉焦点, 形成视觉通廊。此举能强化众多分散的历史资源之间的联系, 增

加历史文化空间体系的紧凑感, 在视线上促进性质、风貌各异的空间得到更好的交融, 丰富城市空间内涵。 

(三) 完善历史文化空间旅游产业集群网络化 

旅游业是“综合性强, 关联度大”的集成产业。从发展规模质量看, 与国际旅游大都市相比, 宁波在产业规模、业态能级、

企业竞争力、资源配置能力、产品种类、服务水平、国际吸引力、市场环境等方面都有待提升。虽然以天一阁、庆安会馆、钱

业会馆为代表的博物馆、会馆产业集群, 鼓楼、城隍庙的旅游购物集群, 宁波老外滩、南塘老街、月湖盛园的休闲餐饮娱乐集

群等已初具规模, 但为了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旅游产业链, 促使历史文化空间旅游向集约化经营方向发展, 必须推进旅游企业向

规模集团化、经营网络化、功能多元化方向发展。即从旅游集群的紧密性和相关性发展考虑, 宁波应该立足旅游产业最基本的

“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 完善基础设施网络, 推动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 进而实现多样化、多层次、网络化的发

展格局。 

二、提升宁波中心城区历史文化空间整体性的运营对策及建议 

(一) 明确政府定位, 加强对宁波中心城区历史文化空间全域化发展的支持 

宁波市政府在中心城区历史文化空间全域化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发挥引导、规范、扶持的作用, 通过以下措施, 支持全域化

旅游的发展。 

1. 随着中心城区历史文化空间全域化发展日益成熟, 相关产业的复杂性将愈加明显, 可能会出现现有政策、法规不再适应

产业发展需求的情况, 这就需要政府建立政策法规的动态完善机制, 使各项政策、法规、标准更加适应全域化旅游发展的需要, 

促使其健康发展。 

2. 明确发展格局, 促进历史文化空间网络的建立、融合与发展, 实现全域化旅游品牌形象的打造和市场吸引力的提高。 

3. 建立相关评价机制, 开展全域化旅游运营示范项目评选, 并给予一定的政策、资金等支持。 

(二) 创新运营机制, 搭建全域化发展综合平台 

创新和完善运营管理机制, 联合各类运营主体搭建全域化发展综合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强化有效沟通, 厘清各自的管理

职责与范围, 破除区域行政分割和利益矛盾造成的屏障, 创新合作制度, 保障全域化旅游的运营实施, 为中心城区历史文化空

间全域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三) 聚合焦点, 凝练文化特色, 提升文化价值 

宁波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 这些文化遗存只有积零为整, 才能生发集群效应。但单纯的集聚无法予人

深刻的印象, 文化特色的凝练才是全域化旅游的灵魂, 也是焦点问题, 决定着全域化发展方向和市场定位。因此打造宁波中心

城区历史文化空间全域化旅游的关键就在于固本清源, 深入挖掘本地特色, 为宁波的历史文化找到一个大众认可的聚焦点, 以

强化宁波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并通过特色品牌的营造, 使全域化旅游各个环节都具有文化内涵, 且有适宜的体验方式, 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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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