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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广平介绍，为更好地推进“天上
村前”历史文脉传承，“书香故里、天上
村前”历史保护街区应运而生，要把

“天上村前”打造成为惠山区“锡西花
园城”里的历史文旅会客厅。在高质
量发展的新时代征程中，挖掘村前文
化内核、塑造文化认同感，让这片土地
成为能记得住乡愁的街区。

据悉，村前片区位于锡澄协同发
展区范围内，“天上村前”核心区建成
后，惠山区“三馆两中心”（文化馆、图
书馆、档案史志馆、青少年活动中心、
妇儿中心）也将融入到这个空间，形成
寓教于乐、寓学于趣的综合文化中
心。届时“天上村前”不仅将成为周边
居民“15分钟生活圈”的服务中心，还
将成为惠山区科教文化的重要地标。

朱广平称，根据初期规划，具体打
造内容包括，对原有水浜联通并进行
水环境综合整治，围绕村前历史核心
区域形成美丽的水系景观。恢复村前
中心街、孝愉路、积谷仓东侧和南侧两
条巷道的传统风貌。在村前村中浜入
口打造景观公园，并结合村前的历史
以及居民的记忆，在入口种植一片桑

树林，打造由草坪、田园、栈道、木平台
组成的公园。

据悉，村内所有身份建筑将予以
保留，对胡雨人、胡仁培、胡云渠、胡汉
学旧居等进行修缮，建设主题场馆（水
利大讲堂、村史馆、村前生活馆、丰收
能量馆等），展示村前书香文化。计划
新建百年太平龙展览馆和广场，恢复
舞龙活动，衍生龙灯、伴手礼等传统工
艺产品，大力推进文化与产业融合等。

村民胡先生表示，原本村里有千
余户村民，2002年起就陆陆续续开始
往外搬迁。如今政府下大力气对村前
进行保护与开发，街坊邻居们也很期
待它的新生。

无锡作家郜峰是胡雨人研究会的
会员，他认为，城市建设与历史研究、
文化保护本来就不是矛盾的。希望在
城市建设规划时，注重村落文化的保
护和利用，从更高层面上来提升城市
化的品位。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在风景宜人
的西高山麓，村前村这座江南名村，将
呈现出其迷人独特的风韵。

（晚报记者 黄振/文、摄）

古老村前村古老村前村
踏上踏上““新生新生””之路之路

这是一个身上有着很多的耀眼“标签”的古村落：走出了胡

雨人、“胡氏三杰”等近百位名人大家，创造了近代中国乡村

建设多个第一，被誉为“中国近现代乡村教育的摇

篮”......近日，锡北村前村传出即将完成拆迁的消

息，吸引了众多人士关注。在城市化和古村

落保护进程中，村前村是如何动作的，

记者为此做了探访。

沿着锡澄路拐进堰新路不多远
就是村前村。目前村里已挂起了

“天上村前保护及城市更新项目指
挥部”的牌子，一些外围的村民住房
已拆迁完毕，建筑垃圾正在有计划
地外运。

在村子里走一圈，时断时续的
青砖路，起伏的山墙，别致的花窗，
向人们娓娓陈述村庄的沧桑和不
凡：村前村占地面积只有50多亩，
却保留着百年钟楼、百年积谷仓、胡
氏蒙学堂等多达几十处明清古建筑
遗存，因而被文博界誉为“乡村建筑
露天博物馆”。这个普通的小村落，
是中国现存的首个引入现代规划理
念设计的乡村，孕育出了胡壹修、胡
雨人、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等近
百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科
学家、学者，诞生了中国第一座乡村
图书馆、第一座乡村公园、第一个阴
雨操场（雨雪天仍能上体育课的操
场）以及中国物理学的开拓者和奠
基人等，被誉为“华夏科教
文化第一村”。据
悉，堰桥中学就
是由胡氏公学
一路发展壮大
而来。

村里工作人员胡先生告诉记
者，村前村村民大都姓胡，其先祖为
北宋著名理学家胡瑗。村里之前也
被称呼为“天上市”。取名“村前”，
寓含“村前村前，样样在前”的美好
之意。

“村前一横河，进村五浜口”，这
是史料对距今已有几百年历史传统
水乡村前村水系的描述。村里原来
有旺房浜、西浜以及东浜等五条浜
河连接横河，村庄被田地包围，由东
向西一条主街贯通，村西段离运河
不远，多为渔家居住。街边作坊林
立，胡氏义庄、积谷仓等公共建筑多
集中分布在东西两浜之间。而根据
建设规划，这条主街将串联起“新
生”后的村前村古老建筑和现代建
筑纽带。

6月2日，地铁西漳站区管委会
副主任朱广平告诉记者，在此之前，
他们邀请了上海联创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进行了长时间的方案设计、修

改以及意见征集等工作。根据规
划，“天上村前历史地段保

护修复项目”作为一项
大型民生工程，村里98
户村民住宅要拆迁，项
目一期工程包含6.5公
顷范围。

“不是全拆，而是保护与开发兼
顾，本月底进入新建阶段。”朱广平表
示，与其他地方单一的拆迁安置不
同，村里的25个市保、控保、历史建
筑以及传统风貌建筑都要保留，修旧
如旧，核心投资4.7亿元，计划在明年
十月份基本完工后将对市民和游客
免费开放。

原惠山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符志刚告诉记者，从无锡县、锡山市再
到惠山区，近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村前这样一座哺育了众多名人先贤、
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村，却差点湮
没在历史滚滚车轮中。他还记得，那
是2007年，全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开始，村前古村被推到世人面前。
2009年经专家实地调查，这里的多处
古建筑和其它丰富的历史遗存，大都
具有良好的历史保护价值，尤其是百

年钟楼、积谷仓、胡氏蒙学堂、胡雨人
故居、阴雨操场等多处文物点，具有申
报市级以上文保单位的价值。为了更
好的保护古村的历史风貌，专家建议
当地政府予以整体保护。

符志刚表示，当时惠山新城建
设规划已出炉，村前古村地块属于
整体拆迁范围，而且先期的拆迁评
估补偿工作已经启动，个别心急的
住户甚至已经自己动手拆迁。惠山
区文化遗产局接到举报，立即出动
文物执法人员赶到现场，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予以制止。鉴于村前古村
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文化保护价值，
很快有关部门对建设规划进行了修
改，由文保部门根据古村现有状况
整体制定保护规划，妥善保护核心
地带多个重要文物点，今后适时进行
保护开发。

小小村前有着辉煌历史

未来
打造成历史文旅会客厅

现在
古村保护与开发兼顾，把“根”留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