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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矛盾与问题简析 

董世永， 罗丹珩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5) 

摘要：在把握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及其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现状，对历史文化 

名城 保护 所存在 的城 市空 间结构 类 型与 经济 发展速 度 、旅 游开 发 与 古城 保 护 、原 真性 与假 古董 、公 众 参 

与制度与公众保护意识 、名牌效应与制度完善等矛盾和问题做 出了简要 的分析和论述 ，并在文章的最后 

提 出了解决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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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of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 Cultural Towns in China 

DONG Shi—yong，LUO Dan—heng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Chongql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5，P，R，China) 

Abstract：On the foundation of lucubrating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the historic cultural towns，this paper analy- 

ze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for their protection briefly． Fhe main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are as follow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ypes of city space structure and the r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progress of tourism and 

the historic city protection，the authenticity and the false curio，the system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public g pro- 

tection consciousness etc．Finally，it presents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those problems given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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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是指经国家机关明令核准公布的， 

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 

城市。这一概念包含了三层含义：(1)城市本身应该 

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2)城市现在保存的 

文物应该特别丰富。(3)经法定程序获得国家权利机 

关核准公布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的专有名词，在国际 

上，还没有和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严格对应的概念， 

比较接近的是“历史城镇”(historic city)。国际上的 

“历史城镇”是指具有特殊价值的传统文化景观的城 

镇。“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 

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和人工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 

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价 

值⋯⋯是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的体现”。 

19．82年8月，国务院公布24座城市为第一批国 

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986年12月和1994年1月 ，国务 

院又公布了第二批和第三批名城名单，国家级历史文 

化名城增加到99座⋯。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历 

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逐步受到了重视，也逐步受到了不 

可逆转的破坏。本文试图从当前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的现状出发，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所存在的矛盾和 

需要解决的问题做出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1 城市空间结构类型与经济发展速度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期，城市化的 

快速推进期，各大中小城市建设开展的轰轰烈烈，于是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利益在时间和空问上的不重合的 

问题就表现的特别明显。首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 

好处是长远的，效益是逐渐释放出来的，而且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越高，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价值就越明显，这 

就决定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是以牺牲老城目前的经 

济发展为代价的。老城居民和单位的发展不但得不到 

合理补偿，在整体经济快速发展时，还不得不受到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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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样的限制 。 

那么，保护是否真的与发展相互对立? 

城市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低速发展与高速发展两种 

状态。在低速发展状态，城市的整体是协调的，局部的 

改进是渐进式的自然演替。大部分历史“基因”，都可 

以在这种自然的演化中，保留和积淀。历史文化名城 

不是文物，自然的进化是历史文化名城生命力的一部 

分。这时，除非人们有意识地破坏(如战争)，历史文 

化名城并不需要太多的保护，例如丽江、平遥(图 1、 

2)。但是，一旦经济发展进人高速状态，城市的自然 

进化过程就会被打断。历史文明的传承就需要采取特 

殊的手段来减缓和抵偿高速成长带来的冲击和破坏。 

在这方面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空间对策：第一种，就是 

在原有的城市空间范围内，发展新的城市功能，也就是 

说，老的城市功能和新的城市功能在空间上是重合的； 

第二种，是脱离现有老城发展新城，老的城市功能和新 

的城市功能在空间上不重合的t 。 

图 1 平遥古城 

图 2 HH江古城 

实践结果表明，凡是高速发展阶段，没有实现城市 

功能的空间分离的城市，北京、杭州、西安、东京、汉城、 

香港都面临着历史文化遗迹的大量消失(或是城市发 

展的强大阻力)；凡是在高速发展阶段，实现了新旧城 

市功能空间分离的城市，大多取得了良好的保护效果， 

如丽江、罗马、巴黎等。特别在欧洲，新老城市承担不 

同的功能，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现象比比皆是 J。 

综上可见，凡是保护的好的历史文化名城，只要发 

展的快，必定会有一个新城，必定会形成多中心发展的 

城市空间结构。 

当年梁思成先生奔走呼吁，北京的城墙城楼还是 

： 了，北京依旧围绕老城摊大饼的发展(图3、4)。当 

今天的北京制定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强调市区不再扩 

大规模，城市建设的重点从市区转移到广大郊区，强化 

：茁市区外围建设卫星城的部署的时候，我们很难不感 

慨万千，而这种事例在我们全国的城市建设中更是比 

比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希望 

这些代价最后的价值是成为我们永远的城市建设的警 

图3 从景山看到的北京 

图4 “梁陈方案”中的行政区域大体分布 

2 旅游开发与古城保护 

目前，旅游开发似乎成了古城保护可持续发展的 

唯一手段，既能增加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收入，又能保护 

城的“三赢”的结果正轰轰烈烈的推动着古城保护 

行动的发展，旅游也顺理成章的被当作了包治百病的 

“灵丹妙药”，而结局就是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有着类似 

的古躯壳的小商品城，卖着千篇一律的旅游商品。 

过度的旅游开发会导致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原生状 

态的破坏，扭曲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当古城中的 

房屋都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和社会网络，只能被观赏 

的时候，它的存在就仅仅剩下一个没有意义的空壳而 

已。 

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典范丽江为例 ： 

今天的丽江依然风景秀丽，环境宜人，但它原有的 

与朴正在逐渐的消失。1996年以前，丽江古城内有原 

住民3万多人，但从 1997年丽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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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旅游业快速兴起，古城内的原住民因于经济利益的 

驱动大量外迁，大量的外来经商人El涌人古城。居民 

的改变带来了社会生活网络的改变，最终也将对原有 

的丽江文化带来巨大的改变。原有民居的合院型制也 

由于追逐临街的经济效益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原本集 

居住、商贸、游览于一体的历史街区，渐渐变成了纯粹 

的商贸旅游区，丧失了其原有的历史真实性(图5、6、 

7)。 

图5 远离四方街的清晨丽江 

图6 喧哗的夜晚 

图7 四方街上少见的纳西老人 

所幸的是当地的政府看到了这一点，也开始采取 

积极的保护措施：政府希望让更多的原住民在古城内 

留下来，为古城留住鲜活的文化”灵魂”，决定从 2004 

年起给予丽江古城内的原住民每人每月 l0元补助金； 

政府准备以法规的形式保障在大研古城及其他可能作 

为观光地的村镇中保障70％以上的居住生活区域，杜 

绝旅游服务功能的介入⋯⋯ 

由此可以看出旅游和古城的内涵保护是一对矛盾 

体。一个是基于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一个源于对传统 

文化的深刻关怀；一个出于现实的需要，一个则是历史 

的需求。旅游开发可以成为地方传统文化事业复苏的 
一 个契机，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序有度，并注意 

除传统建筑和文物1~2J'l、的历史人文价值的研究挖掘和 

保护，达到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最大化，应该让旅游 

来适应古城，而不是让古城来适应旅游。 

3 原真性与假古董 

原真性是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应该坚持的“四 

项”准则之～(其余三项为整体性、可读性、可持续 

性)。它是指保护文物要坚持历史真实性标准，保护 

历史文化遗存本来的真实历史原物，保护它所遗存的 

全部历史信息。早年梁思成先生就提出对文化遗存和 

文物的维修和保护要“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 

也就是要“修旧如故，以存其真”。维护修补要坚持原 

来的材料、原来的工艺、原式原样【 。但从国内大环 

境而言，更偏重于追求完整“原状”的真实，而不是体 

现历史延续和变迁的“原状”。这种对原真性概念的 

片面认识最直接的就导致了某些地方对文物古迹采取 

大修大整，采取“大团圆”似的整体翻修，然后再用油 

漆翻修一新，甚至是推倒重来，其结果就是“拆了真宝 

贝，造了假古董”。 

对于此，最大的感受来源于古城大理。 

大理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是我国首批公布的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笔者有幸于2000年和2004年 

两次前往了这个美丽的小城(应该说两次这个古城都 

是美丽的，只是这种美丽发生了某种变化罢了)。 

2000年，这个古城给我留下的映像比想象的更美，整 

个城市里弥漫着古朴的气息，建筑独特、景色秀丽，民 

风淳朴，“洋人街”上塞着各种肤色的人群让你感到它 

是和这块土地，这个古城是一体的。但当4年后再次 

踏上这个南诏古国的时候，在欣喜的发现这里的基础 

设施发生了很大的改善的同时，我迷惘了，不知道这还 

是不是记忆中那个古城大理：街道拓宽了，房屋整修粉 

刷了，却再也看不出历史的痕迹(图8、9)。古城和新 

城之间，古城和苍山洱海之问被填充上了很多带有强 

烈现代特征的建筑物(图10)。苍山洱海依旧，夹峙其 

间的大理古城却经历了太多的沧桑，见证了太多的变 

更。“古城不古，也许是消亡了”。 

这种情况是历史文化保护中耍坚决防止的。一个 

失去了历史真实性的历史文化名城就失去了其存在的 

基础，原真性并不仅仅是“表象”的原真，更重要的是 

“意象”的原真，其生存“环境”的原真。 

4 公众参与制度与公众保护意识 

公众参与就是在社会分层、公众需求多样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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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整修后的大理大街建筑 

图9 仿唐“红龙井” 

图 10 大理城结构简图 

集团介入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协调对策，强调公众 

(市民)对城市规划编制管理过程的参与。公众参与 

起源于美国、加拿大，最初是为了宣泄市民的”不满” 

情绪，以稳定民心，保持社会安定，而后上升到寻求公 

众政策。 

我国目前城市规划正在大力提倡和推行公众参与 

制度，以有利于城市规划的正确制定和决策。历史文 

化名城规划作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并且古城保护在 

相当程度上又依托于当地居民的参与，故公众参与就 

成为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政府希 

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得到更多的支持，但往往结果是相 

背而行的。对于此，我们往往将其归咎为基于我国的 

国情，公众整体的保护意识不强，但究其根本，还是因 

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太低。古城里的居民往往连基本 

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都不能保证，怎么能够强求所 

有的人都具有很强的鉴赏能力，具有保护城市记忆的 

大局观。名城保护弄得好像为了保护历史遗存，就牺 

牲了居民的居住权，这样就算我们的公众保护意识在 
一 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但我们的保护仍然很难得到 

公众的认同。 

尽管是这样，也并不代表我们在名城保护中应该 

舍弃公众参与制度，或者一如既往的让其“事后参 

与”、“被动参与”，而应该一边对公众的保护意识进行 

暗养提高，一边在保护的过程中贯彻“人本精神”，不 

造假古董，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历史街区的居住环境， 

提高居住质量，同时能够保护住整个古城的社会生活 

网络，实现“双赢”——既能实现保护的目标，又能解 

央实际问题，保护和利用实现两性循环。 

5 名牌效应与制度完善 

对一个城市冠以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给城市带 

来了荣誉，也给了城市一张宣传 自己的名片，就此而 

言，大多数城市都是乐于接受的，因为这从某种角度而 

言是提升城市魅力、促进城市发展的金字招牌。遗憾 

的是，部分城市仅仅是拿走了这个称号带来的名牌效 

应，而忽视了自己应该为此承担的责任。在有了名气， 

：有了投资者的介入之后，原有的旧城区的规划控制指 

际纷纷被突破，特别是建筑高度限制被修改，建筑容积 

率被提高。在北京，新东方广场在高度上对故宫天际 

轮廓线的破坏就是一个遗憾的范例。除了领导和规划 

人员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以外，名城保护的监督机制 

的缺乏和法律体制的不完善应该为此负主要的责任。 
一 项工作的实施与监督检查是由一个部门“自说自 

话”的完成，就不可能保证实施的公正与质量的可靠。 

因此，在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应该相应的建立 
一

些学术团体，对历史文化名城问题起补充监督的作 

用，以推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发展 J。 

fj 结语 

就我国目前而言，历史文化 城的保护应该注意 

以下几个方面： 

(下转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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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适用调解原则，仲裁机构应 

由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组成。同时为了强化土地行政执 

法，法律可以赋予土地管理部门土地行政执法的有关 

权力。如有对正在进行的违法占地新建的建筑物的强 

制拆除权等。 

4 结语 

征用农村土地是行政权力和农民权益达成基本均 

衡的博弈过程，更应是失地农民分享城市化成果的过 

程。各级政府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城乡发展的理 

念，推进农地征用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分类界定农地征 

用范围、确立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所有权法律上的平 

等地位，重构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科学合理论证农地征用补偿标准以及采取多渠 

道安置办法，并完善司法救济手段，有效解决失地农民 

城市化中的矛盾和问题，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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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探讨(J]．经济学家， 

2004．(1)：48—49． 

张红字．对当前农地制度创新的几点看法(N]．中国经济 

时报，2005—07—08． 

徐国元．建立多元化的土地产权制度[J]．中国改革， 

2005，(7)．39． 

李继凯，杨雅清．农村城市化进程启示录[J]．人民论坛， 

2005．(4)：5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第四次修订)(z]．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 25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6 

次会议通过，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z]．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2002年8月29口通过，自2003年3月1日施行)(z]．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 11月 4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 

过)[Z]．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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