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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和鹏 通讯员 张健 报道
本报聊城讯 “古城居民惯称的东南、西

南、东北、西北‘四隅’，现在称为四个‘片
区’。四个片区的建设，并非一张图纸下来，而
是要极力再现原有片区、小街巷和胡同的原有面
貌。”10月18日，谈及对聊城古城四个片区以及
街巷的保护与改造，聊城市古城保护与改造指挥
部总规划师郭守印告诉记者。

据介绍，四个片区的建筑大致可以分为三
类：一是保留的景点、文化设施和建筑，二是在
原址恢复建设的历史建筑、遗迹、古园林以及博
物馆、展览馆等，三是商业地产。对复建的历史
建筑等，其功能、外观、形状、尺寸、风格、风
貌等，指挥部均有严格控制。对地产项目，指挥
部也要求根据历史记载，在出入口建设标志性牌
坊，并应各具风格。

对古城格局、空间肌理，指挥部都进行了审
慎而细致的保护，要求必须确保原有街巷、胡同
的位置、走向、尺寸等不变样，完好留存历史记
忆。对四个片区的保护与改造，按如下步骤实
施：首先研究航拍的原状图，根据原状图进行合
理规划设计，在原有骨架上设计成果图。商业地
块宁肯舍弃出房率、增大实施难度，也不能让原
有的空间感受到丝毫影响。

对四个片区的基础功能定位，有消息说东南
片区以购物、体验为主，西南片区以治学、养生
为主，东北片区以娱乐、庆典为主，西北片区以
观光、会奖为主。对此郭守印表示：无论怎样定
位，都不能脱离一个大原则，那就是，每个片区
都应成为一个城市的自然组成部分，并达到相对
均衡，加上配套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一
定要让古城成为“活的古城”。

每个片区都是城市的组成部分

古城建设业态分布

调查结果

对古城四条大街的业态分布，是尽量依照旧时原样，还是
在原有基础上兼顾新的需求，本报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得票数第一：在原有基础上兼顾新的需求。
得票数第二：尽量依照旧时原样。
对古城片区、街巷保护改造，是积极保护、有机更新，还是完

完全全遵循原样，您对此问题有何意见或建议，请联系我们。
邮箱：dzrblcxw@163 .com

古城的“隅”与“巷”
■小调查

■聊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 高文广 刘洪山 张和鹏

传统上，聊城古城居民习惯把东南、
西南、东北、西北四个片区称为“隅”。

东南隅，历史上以居住为主。因南向
朝阳，东来紫气，故历来为古人置宅首
选。有朱氏“阁老府”、邓氏“状元府”、顾
氏“将军府”、及孙氏、叶氏、殷氏等大院，
名人宅邸荟萃。

西南隅，历史上主要体现教育功能。
海源阁、七贤祠、东昌府考院、摄西书院
等教育传播、传统文化弘扬的机构集中
于此。另外，这里还有道教文化的代表性
建筑——— 万寿观。各类技师与行业世家
在本区域居住较多，另有劳动阶层杂居。

东北隅有两大特点：一是庙宇建筑
较其他区域集中，有城隍庙、县文庙、白
衣堂、槐花庙、财神庙、步云阁等；二是名
人宅第数量也较多，仅次于东南隅。有傅
以渐故居、任克溥故居、马宅街等。

西北隅以行政功能为主。东昌府衙
及其直属机构、聊城县衙、东昌卫等集中

于此，六百年间，成为鲁西北“重地”。
旧时，聊城古城有“九街十八巷七十

二胡同”之说。小街巷与胡同的名称，多
按习惯称呼自然形成。有的以地理位置
取名，如北步云阁街；有的以官方机构所
在地取名，如考院街、卫仓街、馆驿街等；
有的以庙堂所在地取名，如龙王庙街、槐
花庙街等；有的以望族宅院取名，如状元
街；有的以人物、典故或传说命名，如清
孝街等；有的以风物景观命名，如桑树园
街、影壁胡同等；有的以商业功能命名，
如米市街、猪市街等；有的以地形、地貌
命名，如辘轳把胡同、元宝心等；有的以
吉利词语取名，如安乐巷、太平街等。

聊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高文广绘制的《东昌历史街巷图》。

经过保护与改造的部分街道，已现出“巷口”的雏形。

张秋木版年画

张秋木版年画自元代传入阳谷县境内，至今已
有600年的历史。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流传于鲁西
大地，并促成了山东西部年画产地的发展。2006年
张秋木版年画被批准为山东省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200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第二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上世纪80年代，乔振霞师从第
十一代传人闫均振先生学习张秋木版年画的雕版、
印刷技术，2008年，乔振霞被省里批准为张秋木版
年画第十二代传承人。

张秋木版年画，不但自成发展系统，其制作方
式也有别于其它年画产地。张秋木版年画只套色不
手绘开脸，而杨家埠、杨柳青等地年画早期均粉脸
加工。张秋木版年画的造型圆中见方、横向夸张、
流畅有力、豪迈大方。人物造型眼睛窄长，鼻梁鼻
翼瘦窄，形象丰满古朴，表情安详含蓄。它独特的
艺术风格充分展现了鲁西人民的刚劲、朴实、豪
迈、大方的人文气质。

张秋木版年画题材大都因袭传统画样，以神像
为主。仅门神一项就有130多种，加上其他年画题
材，品种多达300多种。年画题材丰富多彩，大都是
反映人们生产生活的耕织图、渔家乐以及戏曲故
事、民间传说、历史英雄人物。张秋木版年画的体
裁有十多类：比如门神就有大中小三种，当地称大
裁、二裁、三裁，也称大鞭、二鞭、三鞭(因门神中
有武将执鞭，故又称鞭 ) 。所谓裁，杨柳青称
“才”，裁为裁纸之意，大裁是指过去生产的手工
纸整开张，二裁为对开，三裁为三开，开张比机制
纸要小很多。门神题材大都取材于《三国演义》、
《封神演义》及古代传说。除了门神，还有单座、
娃娃画、扇面画、神马、画对子、纸扎画等。

(王兆锋 郭素彦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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