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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洋楼焕新迎客

■影视看台■
最近，我再次观看了一遍电影《长安三万

里》。那些小时候背诵过的诗句一幕一幕在影
片中呈现，李白、高适、杜甫……一个个诗人在
银幕上翩然起舞。影片用视觉美感带我们梦回
大唐盛世，用诗意语言阐释人生哲理。

在大唐，诗歌是流芳百世的精魂，李白是
万众瞩目的一面旗帜。43 岁厌倦文人生活赐
金放还，到洛阳知遇杜甫，李杜二人结伴到河
南拜见高适后，李白到齐州求仙问道，44 岁成
为道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
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安史之乱爆发，李
白携第二任妻子南下避乱，一心想在政治上有
所作为，却误入永王叛军，受牵连被贬，“一为
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后在流放途
中重获自由，喜不自禁，笔墨一挥：“两岸猿声
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62 岁，魂归九天，
晚景凄凉，“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用
诗歌说尽中华大唐盛世，他的豪情阅千年、照
万世，是中国文化星空中那颗永不熄灭的明
星。李白年少时从夜夜笙歌走向朝堂，想以一
腔热血和满腹才华报效国家，奈何天不遂人
愿，只得作罢，又做回纵情山水的青莲居士。
出世、入世、再出世，恍惚间就蹉跎了一生，人
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不信，你看李白。

一生书诗韵，时事涵哲理。高适，盛唐时期落魄的官三代，
公元 723 年，他满怀壮志西入长安，本以为凭借祖上一丝荣光，
获得他人举荐，却屡次受阻，最后沦落到给妇人舞枪的地步。理
想与现实碰撞，初出茅庐理想便碎了一地，眼见官二代们奢华豪
放。“长安少年不少钱，能骑骏马鸣金鞭。”深感长安的浮华并不
适合自己，于是他回到商丘梁园，投身于读书务农，科举之路已
不再通行，改行参军，混迹在幽州节度使张守辉的军中。公元
738年，唐军与契丹交战，先胜后败，数万唐军丧生，他面对苍桑
世态发出感慨，“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
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他的正义招惹了名门望族的不满，
再次回到家乡，过着陶渊明式的耕读生活，时常到处浪游。公
元 753 年，年逾五十，被歌舒翰邀请参军，陪着一个中风半身不
隧的老将军，竟然还打了一场不可能赢的仗。半年前还是一个
八品小官的高适，火速接连提拔为淮南节度使、扬州大都督府
长史、剑南节度使，戎马半生的他在六十花甲之际被进封渤海
侯，缔造了大唐诗人唯一被封侯的神话。就像李白为高适所写
的诗，“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
步杀一人，千时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三万里，这个距离既是大唐之辽阔，也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
距离。当然，长安之远，远不止三万里，而比这更远的是人生的
圆满。有的人把最美的姿态留给了长安，更多的人则穷尽一生
都在去长安的路上。但不管怎样，无论古今，至少每个人都应有
一个“长安”，并拼尽全力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诗。所以，有理
由相信，诗在，“长安”就在，并永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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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观察■

1946 年出生
于唐山秦皇岛（秦

皇岛曾经隶属于唐山
市），从小就喜欢各种运

动，尤其篮球、排球和游泳。
上高中时，唐山专区的篮球比赛

可以打全场，属于主力。大学专业
是自动驾驶，参加工作在空军23师，备战备
荒工作强度高，没有运动条件和环境就通
过干活来锻炼身体。退休后一直履行生命
不息运动不止的理念，坚持打保龄球 20余
年。从区赛到市赛到省赛足迹遍布全国各
地。生活，源于热爱乐于执着更在于一份
情怀，是自我肯定和欣赏。她，就是在军队
工作中荣立个人三等功三次，获大校军衔
和高级工程师技术五级，享受副军级生活
待遇的陕西省老体协保龄球队员赵蕴珍。

（一）
“没有运动场，生活中角角落落就是运

动场。干小活、干小事，爬高就低的事务中
通过干活也能很好锻炼身体，正所谓生活
处处是道场。”

“条件越是艰苦，越是要锻炼，越是需
要好的身体投入工作。”回忆起自己的军旅
生涯，赵蕴珍颇为感慨。1970年她从北京
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分配入伍
到空军 23师修理厂。刚到修理厂，全师从
事机务的只有她一个女兵，生活上有诸多
不便，连女卫生间都没有，她去了后才建了
女卫生间。战友和食堂大师傅给了她诸多
关照，使她很快适应了工作。她没有一声
抱怨、没有喊过一声苦，每天跟着战友摸爬

滚打，白天修飞机搞科研
攻关，晚上教大家学文化知识。1978年，由
于工作需要，她调任某军工厂当军代表。
主要和军工厂对接，把好产品出厂关，为部
队交付合格的军品。其间，她和工厂技术
人员解决了诸多技术难题，获得部级科研
成果五项，还主编了某军工产品规范。在
部队养成的坚韧、自律和钻研精神，早已融
进了她的血液里。

（二）
“我和老伴都是军人，一起工作一起奋

斗走过了相濡以沫的大半辈子。他是宁波
人，文采好脾气好，从参谋到上校。家里俩
女儿，大女儿30年军龄也退休了，二女儿两
口子开公司也都自给自足，三个外孙有一
个都参加工作了，娃娃们都很乖，只要我们
开心健康，干啥他们都支持。”

退休后，赵蕴珍觉得保龄球这项运动
没有激烈的对抗和时间限制，运动量自己完
全可控。就和老伴选择打保龄球，这一打就
坚持了20多年。赵蕴珍说，保龄球可不是简
单的娱乐，每一次出球都蕴含着旋转、速度、
角度、力度，尤其是动作协调性。经过长期
锻炼，她发现保龄球既能锻炼身体的力量、
协调性、稳定性，又能锻炼应变能力。

前几年她左臂骨折，伤筋动骨一百
天，外加她习惯用左手打球，这一摔差点
让她彻底“退出球坛”。为了保持身体各
种机能，她尝试用右手打球。养伤期间她
发现：左手应该是缺乏固有规律运动，导
致肌肉萎缩，肉眼可见的比右手小多了，
眼巴巴等到左手修养差不多了，还是坚持
用左手打保龄球，慢慢的，左右手大小也
就一般大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经历了这次受

伤，康复后两只手打
球也能自由切换了，更让她明

白了人到老年不可能每一步都完美，重要
的是要勇于面对困难，坚定信念，才能不怕
老、不服老、不会老。在热爱运动中收获快
乐、收获健康，这也是她当初选择保龄球这
项运动的初衷。

（三）
现代保龄球起源于古代欧洲，开始时

在德国、荷兰、英国流传。1895年以后，陆
续成立了规模较大的保龄球协会，并统一
了规则。1954年，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第一
次保龄球国际竞赛。1992年，巴塞罗那奥
运会将保龄球列为正式竞赛项目。改革开
放后，保龄球引入中国，一度成为商务社交
和时尚象征。据中国保龄球协会数据显
示，目前有数十万的活跃玩家。

“全省较为标准的保龄场馆较少，老体
协的场馆设施新、环境好、措施全、更加适
老化。我们在这里很开心、很幸福也很充
实。”赵蕴珍坦言。

省老体协的场馆去年进行了适老化功
能提升改造，共有 4块羽毛球场地、8道保
龄球馆、4个桌台的乒乓球室及多媒体教
室、1个标准篮球场地。其中羽毛球场馆、
保龄球场馆及篮球场馆也有男女分离的独
立淋浴场馆。配套设施齐全，场馆服务专
业，色彩搭配让人舒心自在，考虑周全特别
人性化，可根据自身体能和需求参加不同
运动。场馆交通十分便利，乘坐地铁六号
线、八号线到省体育馆，出站走不足10分钟
就可到达。

省老体协保龄球队组建 20多年来，队
员从几个人发展到 20多人，平均年龄也有
70＋了。每周一到周四上午，队员都来这
里活动筋骨，运动后感觉特别舒坦。赵蕴
珍回忆起打保龄球的过往，“丰富多彩的老
年生活令人动容，通过保龄球牵线，老年朋

友从不认识到相互熟悉直至成为朋友，大
家相约打球，切磋球技，在比赛和锻炼中收
获了快乐、获得了友谊，获得了身心健康。
每天打两小时保龄球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
部分，感觉越活越年轻。”

（四）
“我们保龄球队是一个团结的队伍，球

队成员从 50多岁到 80多岁。陕西省老体
协致力于为中老年人健身锻炼搭建专业和
完备的平台，高度关心中老年人健身锻炼，
多次倾情付出协调解决各种问题，给予支
持提供了方便。”

多年坚持运动，赵蕴珍已经不单单将
保龄球当做锻炼，而是提升到技术战术的
高度，并踊跃参加各种比赛。自 2007年参
加北京举办的第六届全国老年保龄球联谊
赛至今，赵蕴珍随球队征战全国各地共计17
届比赛。西安、武汉、江苏无锡、上海、太原、
盐城、苏州、常州、郑州、沈阳都留下了他们
征战的足迹。特别是2019年第七届西安保
龄球比赛时，一开始打出分瓶，如果补不上，
分数就少了，可能拿不到名次。赵蕴珍像当
年执行重要任务般沉着冷静，集中精力一记
完美投球把分瓶补上，锁定单打冠军，赢得
围观者一片掌声，队友激动地围住她说：“赵
姐，这气势还是当年部队的女将风范！”

赵蕴珍把部队的钻研习惯带到球场
上，为了调整一个投球姿势，她对着镜子反
复练习几十遍。遇到技术瓶颈，就像攻克
军工难题一样上网查资料、做笔记，经常研
究到深夜。有一回，球队新来了位 60多岁
的队员，对握球姿势总是掌握不好。赵蕴
珍主动当起“教练”，手把手教：“别着急，打
球就像当年我们调试飞机参数，得一点点
找感觉。你看，手腕要这样发力……”她从
握球姿势到脚步移动，每个细节都掰开揉
碎了教。

“人老簪花却自然，花红就不厌华颠。人
间无此风流样，何止源流二百年。”祝福赵蕴
珍女士：岁月悠悠八十载，福寿安康笑颜开。

原开滦矿务局大楼历经两年时间改
造焕新开放，为津门百年金融街区注入新
活力；从两处废弃大院到一条“花园老
街”，天津五大道“网红打卡地”上新；梁
启超等名人故居在天津意式风情区重装
亮相……一幢幢脱胎换骨的老建筑，讲述
着加速盘活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城市更新
的故事。

近年来，多地将盘活文化资源存量作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因地制宜
推动小洋楼等资源盘活利用，为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一座城市的魅力，离不开风情独特的
建筑美。这些建筑，是城市情感的化身，
是一方水土无可替代的人文创造，亦是见
证历史变迁的纪念碑。

于天津而言，一幢幢小洋楼是其独特
风景。

立夏时节，繁花盛开。位于天津意式
风情区的进步道与胜利路交汇处，一栋三
层小洋楼近日开门迎客。

建筑主入口处为拱券门廊，外檐为红
砖清水墙面，正中间“津派国际”的牌匾十
分醒目。穿过门廊步入建筑内，中西合
璧、古今交融的气息扑面而来。两颗石柱
还保留着建筑原有的风格，红色地板、雪
白的墙壁已焕然一新。

和田玉起源、非遗作品……三层楼的
主题分别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天津红色
文化和津派书画展。“玉文化其实是中国
石器时代的发展史，市民游客通过操作，
可以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
解员曹思敏介绍说。

“第一次走进这座建筑，带孩子体验
了古代的魔石、钻孔技术，收获满满！”一
位本地市民感叹不虚此行。

这栋气派的小洋楼曾为曹锟旧居主
楼，始建于 1930年，是天津市河北区文物
保护单位。早前，该建筑曾作为渤海商
品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后因业态调整长
期闲置。

“我们依托该建筑独特的文化底蕴和
区位优势，将其改造为文化交流中心，通
过‘历史文化+国际交流’的运营模式，聚
力打造天津海河沿线文旅融合发展的新

标杆。”负责建筑运营的津派国际文化交
流（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勇翔介绍。

“我们在保护好文保建筑的同时，通
过修旧如旧与创新活化，让老建筑带给游
客们更好的视觉和感官体验。”天津意式
风情区管委会主任郑霞说。

“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一幢幢千姿
百态的中西建筑，记录着城市的岁月变迁。

“从文化视角看，小洋楼是近代中国
中西文化冲突又融洽的一个典型的载体；
从历史角度看，小洋楼是一座富矿，正在
等着我们去挖掘。”著名作家、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原主席冯骥才说。

在盘活利用过程中，地方政府除了在
“颜值”上下功夫，还充分结合各街区历史
文化特色，挖掘“洋楼+”演出、科技、消费、
文旅等新业态，传承发扬城市历史文化。

据《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
统计，天津市认定公布了 877幢历史风貌
建筑。在历经近代百年的风起云涌后，一
些建筑仍延续原有业态，一些则几经盘活
更新注入了新的元素。

比如天津意式风情区，“洋楼+演出”
模式日渐成熟。曹禺剧院恢复演出功
能，推出“新春演出季”“夏日演出季”等
主题活动，可沉浸式体验大师们的文学
作品；始建于 1890 年的东天仙戏园化身
民主剧场，引入德云社品牌给街区带来
了持续的流量……文保建筑、名人故居
和专业表演力量相结合，让文物可触碰、
可感知。

在天津市和平区，“洋楼+科技”已成
为历史与现实融合的重要法宝。曾经的
法国公议局旧址如今成为天津数字艺术
博物馆。用AR、VR、AI等科技手段讲述
文物故事，古典建筑之美与数字艺术交相
辉映……博物馆自正式向公众开放以来，

“发现敦煌——敦煌艺术情景式特展”“古
堡谜案”“寻喵启事”等系列主题展备受市
民游客喜爱。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将每
一座风貌建筑的文化底蕴、历史故事同市
场规律、游客需求相结合，推进文化和旅
游的产品融合、场景融合和业态融合，才
能真正做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老建

筑焕发新活力。

“沉睡”资源的盘活利用，关键在于可
持续。业内人士表示，一些老建筑之所以
闲置多年，背后都有复杂成因，或产权不
清、或涉法涉诉、或修缮困难……如果一
味大干快上，就容易在盘活旧资产的同时
添了“新包袱”；如果缺乏可持续运营手
段，就会导致“盘而不活”再陷沉寂。

“以小洋楼为例，根据保护等级不同，
可分为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建筑、不可移
动文物等，其活化利用的标准也不同。”天
津市和平区住建委房管科科长吴耀全介
绍，每一栋小洋楼都要经过科学论证、严
格施工、招商审核等一系列流程，才能顺
利启动盘活。

在和平区泰安道上，一幢具有明显哥
特式建筑风格的“安里甘艺术中心”敞开
大门，游客排队有序进入。该中心由一座
教堂和一幢平房建筑构成，仅修缮过程便
历时 6年有余。

安里甘艺术中心负责人郝博雅认为，
老建筑盘活的难点不仅在于修缮的一次
性投入，更重要的是持续性保护利用。

“文物就像老人的身体，需要岁修、随
修，持续投入。”郝博雅说，小洋楼要在保

护的基础上，尽量扬长避短，实现可持续
发展。“例如，安里甘教堂的特点是音效
好，适合举行音乐会，我们将其定位为艺
术中心，常态化举办各类音乐演出活动。”

“小洋楼中有历史价值、审美价值、
旅游价值，但最深厚的价值是它的文化
价值。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发展路
径，是做好小洋楼活化利用的关键。”冯
骥才说。

笔者梳理发现，各地历史建筑的盘
活成功与否考验着政策创新与市场的有
效协同。福建福州为古厝上“身份证”，
促进古街区从“保下来”到“活起来”；湖
北武汉整合规划、文化、住建等部门力
量，对 16 片历史文化风貌区实施分级保
护，建立“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风
貌协调区”三级体系，系统性守护城市文
脉；黑龙江哈尔滨采用“一街区一特色、一
院落一故事、一店铺一业态”模式，令大批
历史文化建筑在文旅融合的烟火气中焕
发出新生机……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薄
文广认为，盘活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地方
政府的思路要“活”起来，打通盘活过程
中面临的政策堵点，政企同向发力和双
向奔赴，共同用好存量资源宝库，方能为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王 宁 周润健

百 年 小 洋 楼 焕 发 新 生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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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楼+”融合发展

“因盘而活”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