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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巷正在变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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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没去科巷，再去竟有些恍惚。低调
又宝藏的科巷，正变得文艺起来。

陶记藕饼、草鸡蛋现做蛋糕、三姐酒酿……
依旧排长队。道路C位的科巷新市集，已成为南
京“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代表。一楼是生活馆，
二楼是菜场。这里不仅有理发店、缝纫铺子，还
将有文学“微”客厅。

即将到来的7月，科巷将迎来新一轮“微改
造”，提升文化软实力。科巷市集菜市场调整提
升设计师陈卫新团队，对科巷的文化家底做了两
年多的调研。他说：“科巷，远不是你想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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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巷还是那个科巷

科巷已经不是那个科巷

走在科巷

你是否也发现

这里悄然发生了变化

科巷的名字取自“科举之巷”。
如今烟火气十足、旅游特种兵们拖着

箱子排长队的科巷，曾经武术氛围浓厚。
清朝，科巷是武科举考生的居住

地。彼时，来南京参加文科举考试的考
生往夫子庙方向集合，在江南贡院参加
考试；而来参加武科举考试的考生则往
科巷集合，这里是武科举考生的“营
盘”，考试时再去演武厅考场，决出武举

人、武状元等。
陈卫新说，武科举比文科举迟，再

加上中国人普遍重文轻武，所以，武科
举的社会影响远不如文科举深远广
泛。与文科举相关的地名在南京有十
多个，如贡院街、上江考棚、下江考棚、
成贤街、龙门街、文德桥等；而武科举地
名则鲜少，只有科巷、演武厅、武学园、
三元巷等。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有500万旅游
特种兵来科巷打卡，这里满足了众多老
饕的味蕾。

陶记藕饼外皮酥脆，趁热咬下去，
里面糯糯的，带着藕香。

草鸡蛋现做蛋糕与隔壁的陶记是
科巷排队的“哼哈二将”。糯米鸡蛋糕

一口下去绵密有嚼劲。
张果佬的年糕手卷有卤肉、烤鸭、

烤肠、黑椒鸡肉等各种选项。入口糯叽
叽，咸甜卤汁是灵魂。

作为南京菜场界的“老字号”，科巷
菜场已近九十高龄。

档案显示，科巷菜场始建于 1936
年 3 月 10 日，建筑面积为 1230 平方
米。后经多次改建，现建筑面积近
8000平方米。“民国时期，从下关出发
的小火车一直通到城里，南京总统府景
区一带就有一站，交通便利。”

这次科巷整治提升，陈卫新透露主
要包括三方面：美学干预、文学赋能、视
觉提升。

科巷菜场空间的活化更新策略，要
从提升物质空间品质的硬实力和文化
情感的软实力两方面出发，要从带有单
纯消费属性的空间蜕变成别样的“城市
建筑”和“城市记忆”，让它成为15分钟
步行社区中心以及“衣食住行”城市文
化的体验地。

“民国时期，南京城市规划里就提
到了科巷。这为一个现代城市的发展
提供了一种城市服务的样本，一直延续
至今。微改造应该把这种特点延续下
去，并且让旅游特种兵们体会到南京一
直以来的烟火气。”陈卫新说。

科巷新市集，东起长白街，西至太
平南路，从东向西依次和新巷、利济巷、
东白菜园、西白菜园、水巷相连。

被流量“暴击”的科巷，在200多年
前是江宁织造府南门所在。

“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
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这是《红
楼梦》中对荣宁二府的描写。

历史上的江宁织造府和小说中描
写的荣宁二府一样，面积巨大，占据了

“宇宙中心”新街口大行宫很大一部分
面积。

具体位置在哪儿？嘉庆《江宁府
志·建置门》记载：“江宁行宫，在江宁府
治利济巷大街向为织造廨署。”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红楼

梦学会副会长苗怀明介绍，曹雪芹家族
的江宁织造府集办公、居住功能于一
体，从东到西分为三路：东边是办公区，
在中央饭店一带；中间是住宅生活区，
在南京图书馆一带；西边是娱乐休闲
区，在江宁织造博物馆一带。

陈卫新结合史料以及相关地图推
断，曹雪芹家族的江宁织造府东邻利济
巷，南接铜井巷和科巷，西接碑亭巷和
延龄巷，北接长江路。他说：“从地图上
来看，江宁织造府的东路南门就在科
巷，也就是曹家办公区的南门开在科
巷。”

陈卫新说，“微改造”后，游客们来
科巷City Walk，既可以感受江宁织造
府的文化气息，走累了，还可以上二楼菜
场买菜，在一楼烧制，吃一吃“红楼宴”。

江宁织造府的南门所在

南京最早的菜篮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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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记藕饼门前排起了长队，店里的藕饼、萝卜丸子等
非常受欢迎

科巷新市集里的理发店

科巷已经成为外地游客来
南京必打卡的地方

科巷新市集里的修制坊

科巷新市集

武科举考生居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