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鼋头渚景区长春桥左侧山坡
间，一处隐于绿树中的老宅正在悄
然焕新——这座于1923年由无锡
近代民族资本家杨翰西建造的“涧
阿小筑”，曾是周边名流的会客厅。
如今，它化身品茶空间，游客坐在窗
棂前品茗时，眼中尽是美景。

近年来，无锡对老宅的“唤醒”已
从改造单体建筑延伸至全面激活城
市文脉。2024年，“百宅百院”活化
利用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圆满收官，今
年，新一轮活化计划正陆续展开。

老宅更新
历史场景成为生活场景

初夏的鼋头渚，太湖碧波轻抚
堤岸。沿着长春桥蜿蜒而上，一座
素雅的木质建筑悄然浮现，门楣上

“涧阿小筑”四个字在暮色中沉淀着
岁月的包浆。这座始建于1923年的
老宅，西洋式宾馆格局中藏着江南
园林的精巧——天井引太湖风入
室，回廊衔山水景入画，百年前文人
雅士在此品茗论道的场景，仿佛仍
萦绕于梁柱之间。

“经过这里十几次，都没发现这
片屋檐下藏着故事。”常来鼋头渚写
生的市民陈先生感叹道。现在的

“涧阿小筑”保留了民国时期雕花窗
栅的肌理，内部空间被解构为开放
式茶席。游客可临窗而坐，看太湖
帆影，嗅荷香穿透百年时光。更妙
的是，建筑周边的万浪桥、摩崖石刻
等23处景点同步完成文化提升，老
宅不再是孤立的展品，而是串联起
一条“可阅读”的景观长廊。“老宅活
化不是随意地涂脂抹粉，而是让历

史场景融入生活场景。”景区负责人
告诉记者，当“涧阿小筑”从废弃老宅
变身品茶空间，它承载的不仅是建
筑生命的延续，更是无锡人对公共
文化空间的重新想象。

跨界融合
老宅破圈探索更多可能性

近年来，无锡致力于激活文化遗
产资源的多重价值，不少老宅院正从
文保单位向文化空间、文化环境转
变，在硬件更新中实现内涵焕新。

“去年年初，我在网上无意间刷
到钱锺书故居焕新的视频，便萌生
了来无锡的念头。来了才发现，这
里的老宅个个都是文化宝藏。”来自
青岛的插画师晓氰每年都会来无锡
采风。

惠山古镇的李公祠化身“一尺
花园”咖啡空间，祠堂的雕花门廊与
现代外摆区无缝衔接。游客手捧咖
啡穿行于百年楠木厅，旧时祭祀场
所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新中式”客
厅。“在山水园林里品茶聊天，这种体
验太珍贵了。”一位上海游客笑着与
友人分享。东林书院更将“风声雨
声读书声”化为文创基因：弓河沿岸
广场免费开放，“再得草庐”变身雕版

印刷体验馆，研发的“状元笔墨”套装
长期稳居景区文创销量榜首。

这种转变背后，是保护理念的迭
代升级。从最初的单纯修缮立面、改
善环境，到如今深挖文化基因、重构
功能价值，无锡走出了一条“以用促
保”的创新路径。江南大学教授朱蓉
指出：“老宅活化不是单点修复，而是
将城市记忆嵌入当代生活，让历史街
区成为有温度的社区。”

转化理念
不止活过来，更要火起来

2025年开年，梁溪区发布《无锡
江南古运河旅游度假区管理办“产
业合伙人计划”工作细则》，首次将
30处古建老宅推向市场，邀请企业、
文创团队以“合伙人”身份参与运
营。“我们不再满足于让老宅‘活过
来’，更要让它们‘火起来’。”梁溪区
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去年3月，无锡博物院正式受捐
云薖园后，这座近代民族工商实业
家杨味云建造的私家园林启动全面
整修，如今以“园林+艺术展陈”的定
位成为城市文化客厅，吸引市民纷
至沓来。

记者采访获悉，鼋头渚万方楼、
梅园宗敬别墅等老宅将有一系列提
升、改造计划。正如鼋头渚景区相
关负责人所言，每一栋老宅都是节
点，串联起历史、当下与未来，让城市
的文脉在创新传承中永续流动。

（璎珞/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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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晚报记者 璎珞/文、摄）
洛阳龙门石窟魏碑书法瑰宝《龙门二
十品》、北魏浮雕《皇后礼佛图》……
如今，不必远赴千里之外，这些刻于
龙门石窟的历史瑰宝正以数字化形
式，穿越半个中国来到无锡。昨天，

“千年龙门 遇见灵山”——“梵境双
辉”龙门石窟与灵山胜境艺术对话展
暨2025灵山博物馆季正式启幕。当
景区有了自己的博物馆，便不再只是
山水与建筑的简单堆砌，而是成为承
载文明对话的立体容器。

展厅内布置了多个采用数字化
复原的龙门石窟影像。借助激光扫
描与虚拟复原技术，它们在江南水乡
重获“新生”。据了解，龙门石窟是世
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
宝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中
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并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此次灵山得以展出龙门
石窟千年石刻艺术，源于龙门石窟研
究院多年来在数字化保护领域的深
厚积淀。研究院通过激光扫描、高清
摄影建档、残损虚拟复原等技术，让
千年石窟“活化”新生。在数字技术
的加持下，这些原本深藏中原的千年
艺术瑰宝走下崖壁来到无锡，在太湖
之畔展现其独特的艺术风采。“我们
带来的不仅是文物数据，更是一套文
化遗产活化的解决方案。”龙门石窟
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高俊苹说，这些等
比例缩小的石刻复制品，背后是激光
扫描、高清摄影建档等“黑科技”的支
撑，工作人员将2345窟石刻的每一
道裂痕、每一处残缺都转化为数字档
案，再通过高精度打印技术“移植”到
无锡展厅。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末，

期间将举办多场学术论坛与公众教育
活动，持续深化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南
北对话与跨时空对话，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当代表达注入新的活力。

作为无锡文旅的标杆景区，灵山
胜境近年来持续探索“景区+博物馆”
的融合路径，用文化场景替代观光打
卡，以深度体验重构文旅价值链。灵
山博物馆执行馆长秦伟平透露，未来
数月，灵山博物馆将围绕“非遗传承”

“XR科技沉浸体验”“文创市集”“特
色演艺”等多元板块，为社会公众持

续奉上丰盛多彩的文化体验大餐，真
正让博物馆“活”起来，让传统文化

“潮”起来。
“我们不是在复制博物馆，而是

在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生活方式。”灵
山景区相关负责人强调。灵山景区
自博物馆运营后，5月19日中国旅游
日当天推出的“遗珍·禅韵”无锡非遗
艺术联展，大受欢迎。数据显示，游
客平均停留时间延长，二次消费占比
提升。更令人欣喜的是，90后、00后
游客占比增多。

“龙门石窟”来无锡
从“到此一游”到“深度对话”
景区博物馆如何拿捏游客？

从“活过来”到“火起来”
一砖一瓦重绘景区老宅

本报讯 昨天，2025无锡“钟
书阅读”暑期嘉年华正式开启。7
月3日至7月7日，有不停歇的优
惠售书和优质读书活动，“钟书房+
优质阅读阵地+农家书屋”的全城
联动模式则将持续至8月31日，让
书香飘满城市街巷和乡村田野，伴
孩子们度过整个暑假。

今年的活动正值无锡市新华
书店迁址2周年，这里不仅有部分
图书5折起售，还专门为学生群体
准备了购物券。江阴市新华书店、
宜兴市新华书店也为读者准备了
购书福利。钟书阁天上村前店、大
公图书馆、樊登书店、字里行间、奈
目书店、观山书屋等民营书店也推
出了7至8折的惠民购书活动。

“苏超”赛事热度不减，书香也
来“轧闹猛”。天上村前历史街区
特别设置了露天书摊，为街区“苏
超”狂欢夜市集助力。从7月3日
起到7月7日，街区钟书阁天上村
前店、童心书芽馆、诚勤科教坊、书
香织梦斋，贴心地给读者们安排了
饮品、冰淇淋等消暑小吃的优惠活
动。

位于小娄巷的樊登书店在活
动期间开展7场公益名家讲座，讨
论情绪掌控力、青少年成长等现实
热门话题，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启
发。

这次的暑期嘉年华还邀请全
龄阅读爱好者加入这场文化盛
宴。7月1日暑假第一天，锡山区
港下城市书房就迎来了许多小朋
友，他们在这里学习书法、阅读童
书，享受充实的暑假生活。接下来
的活动期间，“不课之夏·小萝卜
头”红色影片剧场、“不课之夏·简
养身心”适老化阅读活动也将在此
陆续开展。昨日，在经开区的耘林
阅府，“银发领读人”郁期青已开启
公开阅读分享活动，传递着阅读无
年龄界限的理念。 （孙妍雯）

整个暑假都有书香
“钟书阅读”
嘉年华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