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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西路像一条穿越时空的神
奇通道。

站在香山商业博物馆径直南望，
拔地而起的商业大厦似入云霄。街面
的时装店像商量好了似的，家家播放
着喧闹的流行歌曲；侧身转进小巷庆
隆里，不出十米耳根顿感清静，连空
气都湿润了几分。顺着巷子一路蜿
蜒，但见老房阳台外披披挂挂都是刚
洗的衣服，房间里隐约传出咿呀粤剧
音。外面的喧嚣，一时恍若隔世。

中山市政协专职常委，历史学博
士、教授胡波认为，孙文西路街区历
经百年岁月荏苒依旧生生不息，既缘
于激荡的历史富于力量，更因为旧事
物为新景观提供了成长的温床，让新
旧秩序得以交融在同一个时空，相互

碰撞而不违和，相得益彰而非简单替
代，从而孕育出崭新的文化格局和精
神内涵。

这正是香山文化开放包容的特
质。一方面，它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欢
迎”异质文化的进入，且包容其另
类，给予其生长壮大的空间；另一方
面，文化在流动中才有生气，在激荡
中才有活力，在交融中才有发展。中
山人建立在自信基础上的开放的文
化心态，大大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
融，使香山文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
进，既兼容并包又发展创新，逐渐演
变成为凝聚这座城市的精神纽带、文
明瑰宝。在今天的孙文西路上，这种
无形的文化流变，依然能找到有形的
表征。

新旧事物相互碰撞而不违和
相得益彰而非简单替代

作为中山文明发展的一面“橱窗”，孙文
西路此次入选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可谓正当
其时。

孙文西路街区包含文化旅游步行街，以及
延续了孙文西路南洋风情的兴中广场，汇集了
香山历史文化景点、文物和历史建筑、红色革命
遗址、博物馆群、香山书房等各式丰富的旅游休
闲业态，街区内常态化举办文化展演、非遗展示
等系列文旅活动。在全市上下争创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的关键时刻，孙文西路街区生动刻画出
中山城市文明一路走来、璀璨绽放的清晰轨迹。

据了解，石岐街道自 2021年设立工作专

班，在市文广旅局的具体指导下推进孙文西
路街区的改造提升和创建工作。期间，专门成
立孙文西路投资运营公司，投入财政资金在
空间优化、景观提质、业态升级、服务提效、活
动策划等方面下功夫，成效显著。

接下来，石岐街道将以国家级旅游休闲
街区的成功创建为新起点，继续以工匠精神
推进孙文西路改造，强化历史街区保护和活
化利用，提升商业业态，点亮夜间经济，打造

“香山古城，美丽中山”城市品牌，在促进历史
文化街区活力迸发方面持续发力，再次引领
城市文明大步向前的新潮流。

由文化及文明 因包容而发展

孙文西路镌刻着城市文明的“法宝”

统筹/策划 本报记者 陈慧 谭桂华
撰文/本报记者 谭桂华 摄影/本报记者 夏升权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公布第二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名

单，孙文西路旅游休闲街区榜上有名。与此同时，香港演员黎耀祥

携家人前往“打卡”，也在网络上引起较大关注。

今天的孙文西路上，斑驳的骑楼背靠着高耸的大厦，恪守着传

统生活方式的“老石岐”与奉行新潮主义的年轻人融合在一起，在

传统老字号“浩辉饮食店”吃上一碗肉丸粥，转角就到新开的骑楼

咖啡厅饮一杯香浓拿铁……在旧与新的碰撞中，香山文明的涵义

被不断丰富，香山文化的生命被不断延续。那么，如何正确运用“碰

撞”的力量，让“旧”为“新”提供历史观照和人文滋养，让“新”为

“旧”贡献再生活力与蓬勃意蕴？两者共生共荣后，香山文化又将实

现哪些维度的拓展和延伸？在当前全市上下同心协力争创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的背景下，中山应进行怎样的自我审视，从而在新时期

再次引领新的文明潮流？

“文明城市要有烟火气，有烟火气才有人间情”
孙文西路不仅是中山人文历史活的“教

科书”，也是中山城市文明的展示窗口。早在
1995年，中山市就被中共广东省委定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先行点。2005年，中山获得首批

“全国文明城市”光荣称号，成为全国9个获此
殊荣的城市之一。至今，中山已蝉联六届“全
国文明城市”。

回首来时路，文明中山的法宝是什么？胡
波教授有两个观点值得思考。一是有文化才
有文明，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香山文化的丰厚积淀，早已为现代文明开辟
出了一片沃壤，开风气之先、走文明之路是水
到渠成的事情。二是文明不是空中楼阁，是浸
润在人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精神指引。用
胡波教授的话说：“文明城市要有烟火气，有
烟火气才有人间情。”

所以，文明中山的一大要领正是对“烟火
气”“人间情”的珍视。作为“老牌”全国文明城
市，中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群众需求
当作第一责任，着眼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身边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点点滴滴
的作为，让市民在文明中得到更多实惠。

沿孙文西路漫行至马巷、庆隆里等巷道，

都可看到“乱扔垃圾 有失人格”的文明标语。
这一充满时代感的标语，至今仍鲜活在许多
中山人的心里。20世纪八十年代，中山刚刚撤
县改市，提出按中等城市规模“高起点规划，高
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建
设方针。实施该方针的一大举措，便是城区垃
圾清运改革，也就是“定点、定时、袋装”的六字
方针。为了配合改革，宣传城市美化、卫生绿
化，当年中山征集了一批文明警句，“乱丢垃
圾 有失人格”“大家爱干净 中山更加靓”等家
喻户晓的标语，便诞生于那个年代。如今，它们
在老屋旧墙上的斑驳身影，正是中山历来坚持
利民、惠民式文明创建的生动写照。

其实，文明城市的每一轮创建，都意味着
对城市文明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发展要求。
当前，全市上下奋力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既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
本，突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形成向上向善、
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又要结合中山所面临
的重大历史机遇，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
把城市环境整治和社会基层治理结合起来，
打造干净、整洁、美丽的现代化城市，交出“两
个文明”建设的优异答卷。

孙文西路街区入选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正当其时

古旧的街巷与现代的骑楼咖啡厅交相辉映古旧的街巷与现代的骑楼咖啡厅交相辉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