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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文脉惠州文脉 大调研之文化绵延文化绵延

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林海生 }

}

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文
化中心，北京有故宫，广州有北京
路城市中轴线，惠州有千年府城。
惠州府城是惠州千年府治所在
地、惠城文化之源，是惠州文脉所
在。北宋时苏东坡在此吃荔枝，
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的千古名
诗；广东仅存的较完整的科举建
筑宾兴馆等大量文保单位和历史
建筑林立。

今年，是惠州得名1000多年，
羊城晚报记者多日实地调研，走访
当地居民、非遗传承人、文化学者、
基层机构，共同探寻承载着惠州文
脉的千年府城，探究其实际现状、
探讨保护传承与创想未来之路。
新的一千年，惠州府城将往何处
去？令人期待！

惠州府城向下一个千年出发
保护传承与创想未来

惠州地处中国南方边陲，东扼潮
梅，北阻五岭，南卫海疆，西保省城，
是历朝军事重镇。隋开皇十年（公元
590 年），隋文帝遣特使持节巡抚岭
南，隋皇朝分五岭以南为岭南、岭东、
岭西三个行政区域，各设总管府，由
朝廷直辖和委派总管府总管。其中
岭西设桂州总管府，岭南设广州总管
府，岭东设循州（惠州）总管府。

此后历代封建王朝改朝换代、
平定广东时，除宋朝的大军是从广
西进入广东平定南汉外，唐、元、明、
清四朝大军都是从福建进入广东。
这些大军是否顺利平定广东，就要
看循（惠）州的态度。

除此之外，在历代王朝讨平寇
患，保护南中国社会稳定方面，惠州
也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明
嘉靖至万历初，粤东的山海之寇和日
本倭寇相犄角，杀知府、攻巡检司、执
守卫千户，所到之处抢掠焚烧，官兵
捕之不得，百姓苦不堪言，连当时朝
中大吏张居正都惊呼：“朝廷已无广
东矣！”为此，朝廷在嘉靖四十一年
（公元 1562 年）诏赣南副总兵俞大猷
会同惠、潮、汀、漳等府官兵进行连
续围剿，又诏广东新设巡抚，驻惠州
府城。这样，惠州一夜之间成为南
中国的平寇中心，盖冠云集。经过
十多年的军事围剿，南中国的寇患
才得以平息，“岭东雄郡”屹立在岭
东，惠州进一步名扬天下。

入清后，朝廷亦知道惠州战略
位置非常重要。为防止郑成功威胁
其对南中国的管治，于康熙元年（公
元 1662 年）将原驻省城的广东提督
军门移镇惠州府城，全省水陆各营
均归其统辖。嘉庆十五年（公 元
1810 年），朝廷增设广东水师提督，
驻虎门；将原属惠州提督军门管辖
的广东水师折出，此后惠州提督军
门遂专辖陆路，节制全省陆路五十
六营。清廷这种军事部署，一直延
续到清朝灭亡。所以惠州以前有一
首民谣曰：“铁链锁孤州，白鹅水上
浮；任凭天下险，此地永无忧。”

惠州这座“岭东雄郡”，经历了
一千多年的文化熏陶，至明代孕育
出灿烂的威武人文盛世景象。在此
期间，“名卿迭起，忠孝之臣、才节之
士，后先相望”。如惠州人王度，助
建文皇帝抵抗燕王篡位，失败后被
灭族沉家；洪熙元年（公元 1425 年）

越南土著叛乱，聚众围城，惠州人刘
简独自支撑危局，坚守数月，最后城
陷不屈，偕弟及妻子七人投井自
尽。至中晚明，叶梦熊官至南京兵
部尚书、三边总制，为朝廷平定三边
之乱立下赫赫战功；一代理学大师
杨起元崛起岭东，另立流派，激扬留
都，被誉为“盛世文宗”等。

入清后，特别是清末民初，惠州
更是风云迭起，先后发生了三洲田
起义、七女湖起义、惠州光复、东江
共和军起义、护法和驱龙战争、援闽
和驱桂战争、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
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建立
高潭苏维埃政权、全民抗战等。先
后出现“铁面御史”邓承修、“康门十
三太保”殴榘甲、孙中山第一位革命
同志郑士良、七女湖起义领导者邓
子瑜、光复惠州和创建粤军功臣邓
仲元、国民革命杰出活动家廖仲恺、
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北伐和新
四军名将叶挺等。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有那么多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
都发生、出生在岭东这个边陲重镇，
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岭东雄
郡”所展现的威武精神所在。正如
晚清淡水人欧榘甲为《上海时务报》
撰文，说到岭东雄郡的人文精神曰：

“自有知识以来，见我州中倡革命
者，盖数十起矣。其视革命之事，如
食饮衣服之不可离，其视死于战斗，
若荣庆焉……然而于当今万国竞争
优胜劣败之际，求其有军国民之性
质，尚武刚烈之气者，则吾虽东江
人，不能不私赞之，私喜之，以为吾
东江人稍有近于是也。”

宏扬威武的人文精神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正如冯友兰先生早年所言：“阐
旧邦以辅新命”是也！2018 年 8 月
初，惠州市委召开了十一届六次全
会，确立了未来十年把惠州建设成
为国内一流城市的目标。接着市委
书记李贻伟到惠城区调研时，又进
一步指出：“惠城区党员干部要发扬

‘岭东雄郡’的雄武气魄，点燃干事
创业的激情，强信心决心，勇于创
新、勇于赶超。”并讲述了惠州这座
岭东雄郡的历史作用、威武精神，并
倡导用这种精神力量激励全市人民
以新担当、新作为，为争创国内一流
城市而奋斗。

金带街已然动工，但光靠一条街
就想撬动整个府城，自然不够。惠州
在府城文化的挖掘活化上又应该如
何系统性发力？惠州本土文化研究
者老街表示：“还是得做好基础普及，
让府城文化和知名、具体的大文化 IP
以及大众发生关系。像苏东坡就在
府城里留下很多痕迹，普通市民可能
不关心东坡的人生理想，但你要是告
诉他，府城里哪间房子东坡去过，他
可能就会关心，甚至参与到普及工作
中来。”

老街是东坡文化爱好者，他将当
年东坡在府城期间去了哪、做了哪些
事、写了哪些诗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比如，东坡在嘉佑寺居住时间最久，
约 479天；所作诗文中，约 11篇涉及
丰湖（西湖），约14篇涉及王朝云，约
15篇涉及白鹤峰、新居。他表示，了
解了东坡在惠州府城的具体行迹后，
他专门绘制了苏轼寓惠行迹图，以便
未来有针对性地深入挖掘打造。“光
靠政府推动是不行的，如果能让府城
东坡遗迹附近的原住民、生意人参与
进来，盘活经济，那府城东坡文化推
广就是有源之水，奔涌不绝。”

“事实上，基本上所有的名人来
惠，都会与惠州府城发生关系，这些
名人就是能为府城文化所用的公共
品牌。”惠州市全域旅游发展顾问、华
南理工大学广东旅游战略与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教授吴志才介绍，府城
文化要传承，分为三部曲：“挖掘中保

护，有形中转化，传承中创新。”
他介绍，历代名人在惠州府城留

下的诗句、故事、遗迹实际上都属于
公共文化品牌素材，要做的第一步就
是挖掘、保护，保持这些文化品牌跟
惠州府城的联系；第二步，就是将这
些素材进行有形化转换，比如将名人
诗句、故事、遗迹转化成有具体载体
的文化创意产品；最后，让府城文化
精神跟惠州城市结合，连点成面，形
成有规模的文化产业集聚区。

“老实说，惠州现在的文创产业
仍属于资源驱动型，靠的是山江海
泉，必须向创意、资本型转换，打造有
沉浸式体验的文化产品。”吴志才
说，目前惠州府城内的西湖、九街十
八巷等依然都是观光型景点，游客
走马观花、看完就走，而府城文化可
能就是那把能让它们转换成体验型
景点的钥匙，“只有靠文化才能留住
过夜客”。

吴志才表示，只有讲好府城故
事，才能利用文化故事打造文化产
业集聚区，形成强大的集聚性力量
和相对完整的链条。具体操作层
面，此前惠州推出的文化游径、金带
街等文化街区都是抓手。吴志才
说，还要多举办文化活动，打造产业
化模式，构建 IP品牌文化，形成文化
消费高地。“建议惠州发挥政府、民
间和社会群体作用，让府城文化与
普通市民发生关系，打造主客共享
的文化消费产品。”

提起惠州的景点，人们最先想
到的就是惠州西湖。新冠肺炎疫
情平稳后，西湖的游客，又开始多
了起来。然而，他们被一辆辆大巴
送到这里，在湖边拍照、嬉戏个把
小时，基本不会离开景区。偶尔有
几个游览完西湖的游客会注意到
马路对面有片街区，可他们在街口
看了几眼，也就离开了：“不就是一
片普通街区嘛？”

也难怪游客们不识货，现在西
湖对面，只剩下一条被冷落的惠州
商业步行街。二十年前，这里曾是
惠州第一条商业步行街，建筑面积
达22万平方米，最多时曾坐拥200
多家店铺，惠州人不管吃饭还是购
物都来这里；然而现在，这里卖的
只是些不再入时的衣服鞋履、大众
小吃、小商品……

“年轻人不知道，这里是惠州
府城所在地，曾是惠州人的根。”广
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理事、惠州民
俗学者林慧文在尔雅巷出生长
大。他介绍，自公元590年隋朝在

惠州设立循州总管府以来，西湖边
的府治所在地就开始聚集人口，其
规模在 1400 多年以来不断扩大。
宋代苏东坡寓居惠州两年又七个
月，其中一年多就住在位于九街十
八巷的府治里。他吃荔枝、写文
章，诞生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
长作岭南人”等千古名句。

明清时，府城的区域面积达到
1 平方公里，街巷四通八达、不可
计数，故统称为“九街十八巷”。时
过境迁，九街十八巷已经不在，但
大量的文保单位和历史建筑得以
留存。2016 年惠州市住建局发布
的《惠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草案）将九街十八巷中的金带
街和北门直街列为两个历史文化
街区，光这两条街就有 14 个文保
单位和16座历史建筑。如金带街
的宾兴馆是“全国稀有、广东仅有
的科举相关建筑”，今年 1 月成功
修旧如旧、对外开放，现成了古代
科举制度陈列馆，已成为外地游客
打卡点。

金带街已着手改造升级 林海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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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旧邦以辅新命——

为争创国内一流城市奋进

文化积淀如此深厚，简单保存
是不够的，必须活化利用。今年 9
月，府城名街、九街十八巷之一的
金带街又开始有些叮叮当当的响
动：工人们开始修缮街道两旁建
筑，重建门楼，把街道两旁繁杂的
路线隐藏于地下，把雨污合流的管
道改为雨污分流，并用青石板铺装
路面。

作为惠城区“一湖两江四带”
城市会客厅建设中重点打造的“两
街一巷”（水东街二期、金带街、祝
屋巷）之一，9月 1日，金带街率先
破局，正式开始改造升级的第一阶
段。“改造将分为 3 个步骤进行。
基础整改计划投资2650万元，9月
份已开工，计划今年内完成。”相关
整治提升项目负责人介绍，未来还
将进入第二、第三阶段，先进行文
保修缮、文创设置、交通调整、开辟
口袋公园等优化调整，再通过引入
社会资本，融入相契合的商业元
素，优化业态，达到街区活化利用
的效果。

不仅是九街十八巷，位于桥东
的合江楼、水东街也在努力重现昔
日繁华。夜幕降临，今年国庆黄金
周期间，“夜色惠精彩”惠州文旅体
缤纷消费季系列活动点亮了水东
街、祝屋巷。在这里，惠州人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夜生活；而苏轼等登
临过的合江楼也于2006年觅址重
建。2018 年，惠州重新引进团队
打造，结合工期和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合江楼重启计划拟于今年实
施，将在挖掘惠州本土文化的同时
引进外来优质文化，构建良性互动
文化圈。

“惠州的乡愁就在这里，一定
能发展起来。”惠城区桥西街道党
工委书记李坤民表示，“千年府城，
就是整个惠州精神文化的高地。
这里不仅有千年府城，还有千年
东坡、千年西湖，如果这里的文化
休闲游做不起来，那整个惠州都
做不起来。”谈到具体操作层面，
李坤民坦言，府城范围内有大量
历史街区，而保护工作需要大量
资金，街道资金毕竟有限。“建议
相关部门制定活化保护工作专项
资金，以‘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社
会协同’为原则，让更多人一起保
护千年府城。”

“历史文化游径，就是一条能
串好惠州文旅明珠的链子。”桥西
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坤民说，金带街
将规划打造成集商业、文化、旅游
休闲、生活于一体的文化展示街，
同时，发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西
湖 5A级景区品牌效应，挖掘和传
承岭东雄郡的文化底蕴以及千年
府治的历史基因。

对此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
理事、惠州民俗学者林慧文建议：

“政府应该成立高等级的多部门联
席平台，将政府的规划部门、文旅
部门与建设、文保专业单位都纳入
其中，出台一个总规划。”

基 层 举 措

靠头部文旅项目串珠成链

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实 地 走 访

千年府城文化宝珠尚待“发光”

北门直街内藏着惠州千年府治 吴大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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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下俯瞰惠州城 罗志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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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府城文化打造沉浸式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