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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庆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其抗战遗址是全国最具地域特色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它的历史

价值(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不仅延续了重庆的历史文脉!而且也丰富了城市人文景观"然而!在城市化

高速发展的今天!其保护和利用的现状却令人堪忧"如何处理好历史遗址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对促

进抗战遗址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重庆抗战遗址的价值及保护和利用现状的研究与分

析!提出如何保护好有价值的抗战遗址和合理的再利用这些遗址的方法与措施!从而赋予抗战遗址以新

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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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众多抗战遗址'遗迹$是重庆

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然而$随着重庆市第
!

次文物

普查统计数据表明重庆的历史文化记忆正在以惊人的

速度消失$而这种消失没有任何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

面对如此的尴尬$有必要强调抗战遗址的多重价值$并

对有价值的抗战遗址提出保护方法和利用方式$使抗

战的历史记忆成为向世界宣扬重庆的载体%

+

!

重庆抗战遗址的价值

遗址'遗迹是城市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见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AI)

年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中指出人类的遗产涵盖自然和人文两个方

面$自然遗产是作为一种环境存在$而将文化遗产中的

遗址定义为!(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

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

及考古地址的地方%)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明确指出(与

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

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

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具有保护的价值%)

*

+

+因

此$我们可以将抗战遗址定义为!抗日战争时期$人类

在历史上创造或人类活动遗留的具有纪念意义'教育

意义或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其不仅具有

文物共有的价值$也具有其它历史文物所不具备的特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网 http://qks.cqu.edu.cn



殊革命历史价值和旅游价值%

+'+

!

历史价值奠定了重庆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石

抗日战争时期$是近代中国发展史上一个最重要

的历史时期$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一个重要

转折%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与国民政府(陪都)$是

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第二次国共合

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舞台$也是国际反法西

斯战争的远东指挥中心$同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伦

敦'苏联的莫斯科一起被列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

大历史文化名城*

)

+

$为人类和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因而$中华民族不应该忘记这段光荣的历史$历史也没

忘记重庆这座光荣的城市$于
+A*B

年国务院将重庆公

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

!

文化价值展现了重庆抗战文化的内涵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历史遗址不仅是一种纪念$更

是一种文化'一种财富$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重庆抗战

文化'抗战遗址是重庆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在抗战革

命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当时许多的领袖'历史人物和

艺术家都荟萃重庆$创作出一大批艺术精品&以周恩来

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

命志士在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形成的(爱国'奋斗'

团结'奉献)的红岩革命精神&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胜利'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展现出的不屈不挠'

忠贞爱国$慷慨捐躯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英

雄主义气概%而今的红岩精神和长征精神'井冈山精

神'西柏坡精神已并列为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

+'!

!

旅游价值成为重庆红色旅游的亮点

)""G

年随着一种新型的主题性旅游形式---红

色旅游成为当前中国旅游的最大热点*

!

+

%.

)""G^

)"+"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特别提出了革命

遗址'革命纪念物$是红色旅游重要的载体$并承载着

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的内涵%而重庆以丰

富的抗战遗址为依托$拥有着得天独厚的红色旅游资

源%其中渝中区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沙坪坝区歌乐

山革命烈士陵园'开县刘伯承同志纪念馆'江津县聂荣

臻元帅陈列馆'酉阳县赵世炎烈士故居被列入中国红

色旅游
+""

个经典景区之一%

)

!

重庆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现状

)'+

!

分布情况

据
)""I

年重庆市第
!

次文物普查初步统计$目前

陪都遗址主要以长期的革命活动的发生地'革命事件的

直接发生地和革命人物纪念地或纪念物为主$至少有

I""

余处$零散的分布在重庆市域范围内$其中列为国家

级'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
!G

处$列为重要陪都

遗址挂牌保护的有
I!

处$而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并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只有
+

处%主要集中

在渝中区'沙坪坝区'南岸区和巴南区等地%"图
+

#

图
+

!

重庆主要抗战遗址分布图

注!作者整理参考文献*

G

+绘制

)')

!

分类情况

通过对重庆的抗战遗址'遗迹的调查和分析$根据

现存遗迹的特点可分为以下
B

大类#

%

+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新华日报/'

中共中央代表团'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遗址'遗迹等&

)

#原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

院部委及其负责人的旧址旧居$如林园'黄山'孔园等&

!

#抗日战争时期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各民主党

派'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的旧址%如宋庆龄旧居陈列馆等&

G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远东

指挥中心$各国驻华使领馆'在重庆的国际组织及外国

流亡政府的旧址$如史迪威博物馆和大韩民国临时政

府旧址陈列馆等&

#

#战时迁渝各厂矿'高等院校'文化机构旧址$如

复旦大学旧址'育才学校遗址'生活书店遗址等&

B

#战时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动和重要建筑物的

旧址$如大隧道惨案遗址'(抗建堂)遗址'寅初亭遗址'

抗战胜利纪功碑遗址等%

)'!

!

保护与利用情况

目前$由于对大多数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重视不

足$不少的遗址面临着自然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的

双重压力$已调查登录的
I""

多处抗战遗址$现存的

!*B

处$保存较好的有近
)""

处$以使馆建筑等重要机

++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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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旧址以及抗战名人旧居为主$而消失损毁的达到了

!BA

处$占到了整个遗址总数的一半$其保护现状不容

乐观*

#

+

%如位于观音岩的中苏文化协会楼'天宫府的

郭沫若故居已是危房$江北石门新村的蜀都中学也已

有整体垮塌的危险$而复旦大学旧址'育才学校遗址'

生活书店遗址等都不复存在了%

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缺乏对抗战遗址的保护与

利用的总体规划$在现存的抗战遗址中被真正利用起

来的不足
+

0

B

$而利用的较好的只有
+

0

+"

%如建成旅

游景点对外开放的仅有红岩村革命纪念馆'黄山蒋介

石官邸'林园'孔公馆'宋庆龄故居'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驻址'张自忠将军墓等几处%因此$随着城市建设的发

展$坚持加紧抗战文物的修复'修缮$抢救性保护现存

的抗战遗址和利用好现存的抗战遗址已刻不容缓%

!

!

重庆抗战遗址的保护方法

抗战遗址是重庆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具有不可再创造性$毁灭一个就少一个历史见证%但

是并非每一个抗战遗址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此

要有所取舍$保留其社会影响大的'有极高价值的抗战

遗址%

)""#

年重庆市通过.重庆市实施
%

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
(

办法"草案#/$在全国首次以立法的

方式明确将抗战文化遗址纳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来加

以保护$同时非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包含已经消失的遗

址#建议实行挂牌保护$以便将历史信息传递下去%因

此$根据重庆的抗战

遗址以零散的'单体的遗址'故居'纪念碑'陵墓'

纪念馆等形式为主的特点$并依照他们的类型'价值'

保持状况$贯彻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的方针$以点为主$点'面结合$提出采用保存'修复'整

治'控制和重建的保护方法%

!'+

!

保存

将相对完好且列入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遗址应采用(保存)是方针$

保持原貌$绝对保护$以求如实反映真实的历史遗存$

延长遗迹的寿命%

(保存)建筑必须严格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实施保

护$遵守.文物保护法/及国际文物保护法规的有关规

定$(在进行修缮'保养'迁移的时候$必须遵守不改变

文物原状的原则*

B

+

)$(必须一点不走样地把它们的全

部信息传下去*

B

+

)%目前$重庆的抗战遗址主要以文物

单位保护为主$实行分级保护$现已列入为国家级'省

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
!G

处"见表
+

#$这需要对原

物'原貌严格地不折不扣地保持原样%因此$在保护中

要加强遗址在外力侵害下可能造成损伤的日常预防性

措施和为防止损伤而采取的防护加固措施%

表
+

!

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抗战遗迹

名
!

称 级别 公布日期 时
!

代 地
!

址 备
!

注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 国家级
+AB+

年
+A!*̂ +AGB

年 重庆红岩村及曾家岩

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 国家级
+A!Â +AGA

年 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

桂园 国家级
)""+

年 近代 重庆市渝中区

赵世炎故居 国家级
)""+

年
+A"Ĝ +A+G

年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育才学校旧址 国家级
)""B

年
+A!Â +AG#

年 重庆市合川市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城内办

公地'(双十协定)签字处

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 国家级
)""B

年 民国 重庆市北碚区

!')

!

修复

即以现存的有价值的实物为主要依据$在不扰动现

有结构$不增添新构件$基本保持现状的前提下进行的

一般性工程措施*

I

+

%所有的措施都不得对原有实物造

成损伤$并尽可能保持原有的环境特征%

要遵循(复旧如旧$以存其真)的原则$是指对历史建

筑所记录的历史信息要尊重'保护$必须保护好重要事件

和重要人物遗留的本来面目$不要因为历史建筑的残缺

而随意人为填补$对历史建筑 进行贴瓷砖'换门窗等当

下流行的(复旧如新)的做法$从而使文物成为了假古董$

致使历史建筑原貌基本被毁$其文物价值破坏殆尽%

(修复)$对建筑的立面'屋顶等建筑外观要严格按

照文物建筑的保护要求和原则进行修复和维护$对于

内部设施和空间布局可根据其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图

合理的更新和改造$但建筑艺术的整体性'建筑风格的

延续性不应遭到破坏%如
)"

世纪
A"

年代修复的抗建

堂就展现了抗建堂的历史风貌%"图
)

'图
!

#

图
)

!

抗建堂原貌

)+

重 庆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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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修复后的抗建堂

!'!

!

整治

对现状保存较好的$使用功能完善$风貌保存较完

整$但局部或部分破旧的建筑$采取局部整治的手法进

行遗址的保护%(整治)主要针对成片的遗址群中局部

建筑'设施等的保护措施%如遗址中具有重大影响的红

岩革命纪念馆和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黄山陪都遗

址$通过编制保护整治规划"图
G

#$在遵循整体性'真实

性保护原则前提下$将遗址的修复保护与陈列展览'旅

游结合起来$对遗址群进行适度的配套建设与整治$包

括道路环境的整治'游览服务设施的完善'中心广场的

整治'主体陈列馆的建设等$为研究交流与参观游览创

造条件%

图
G

!

红岩革命纪念馆保护与整治规划

同时$由于抗战遗址文物分布于重庆各地$其保护

缺乏整体性$保护成本高$又难以集中形成文化基础%

因此$应尽量将一些零散的遗址整合成为一个整体$以

最大价值体现文物的历史气氛和整体协调%如抗战遗

址博物馆就是将
+!

处景点整合成为整体来加以保护%

!'G

!

控制

即结合历史遗址环境'历史事件'事件路线$以遗址

为核心$划定文物保护区$并可根据文物等级的需要划

定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环境景观协调区*

*

+

%在核

心保护区范围内$严禁新建任何项目$不得改变和破环

文物建筑原貌和历史上形成的格局及环境风貌%建设

控制区内的建设应严格控制$不得修建对文物古迹有危

害的项目$新建项目的性质'规模'高度'体量'造型'色

彩等要与核心区的建筑相协调%

.威尼斯宪章/提出(古迹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

境的保护*

B

+

)%因此$对文物遗迹不能仅局限于文物的

单体保护$还应保护好其原有历史风貌和周围环境$使

其保持文物固有的整体性$才能完整地传递过去的历史

信息%但是如今主城的一些抗战文物已经不存在文物

保护区$其周边环境遭到破坏$降低了文物资源的利用

价值$最终也会失去它的魅力%如位于嘉陵新村
B!

号

的史迪威故居与某机电所共居一处$周围工厂的轰鸣

声'满地的钢筋杂物与这宁静的故居极不和谐%

!'#

!

重建

即对那些质量较差或已完全毁损'不复存在的建

筑$但对重庆十分有价值和特殊意义的建筑$经过详尽

的研究考证$充分发掘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

值$可以考虑进行原址重建%

原址重建是保护方法中极特殊的个别措施$应尽可

能使其历史面貌得以重现$而对于已破坏的文物$我们

不提倡重建或修建仿古建筑%如歌乐山烈士陵园的白

公馆'渣滓洞在解放后就按原样进行重修%但应强调需

慎重使用(重建)的方法$由于多种条件的制约$重建建

筑很难达到原有的效果%

G

!

重庆抗战遗址的利用方式

英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费尔顿博士说过!(维护文

物建筑的一个最好办法是恰当地使用它们)%保护文物

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文物$发挥其作用$实现其价

值%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在利用的过程中加强

保护$是我们应坚持的原则%但如何能在追逐发展和经

济利益中求得抗战遗址的保护$我们可以采用以下的利

用方式%

G'+

!

继续原有功能

对于历史建筑的再利用$最理想的方式还是继续原

有历史建筑的用途和功能$这样不仅保存了考古'艺术'

建筑和文献价值$而且还充分利用了已有的基础设施$

获得了相当得效益%但是由于重庆抗战遗址的特殊革

命价值$除了抗战时期享有盛名的国泰大戏院保持原有

建筑的功能"现也处于整治更新中#和具有纪念意义的

纪念碑'陵墓等继续着纪念功能$而大部分遗址随着城

市建设的发展$其原有功能也将逐渐随之消退%

G')

!

作为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

(为社会公益而使用文物建筑有利于它的保护)%

将失去原有功能的抗战建筑$作为博物馆'纪念馆'陈列

馆来使用$是文物建筑的活力保持延续性的最佳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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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

事处的遗址'遗迹等建成红岩革命纪念馆&以黄山陪都

遗址为依托"图
B

#$建成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将中国

西部科学院旧址改为自然博物馆&以大力宣传历史人

物'名人的事迹$建成专题性的纪念馆'陈列馆系列!宋

庆龄旧居陈列馆$史迪威旧居陈列馆$沈钧儒旧居陈列

馆$老舍旧居陈列馆%

图
#

!

重庆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景点分布图

G'!

!

作为旅游景点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的名都$尘封

了半个多世纪的抗战遗迹$是重庆独特的重要旅游资

源$随着红色旅游的兴起$将抗战遗址打造成为组织接

待旅游和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旅游景点%既有利

于历史文化价值的传承'遗址的保护$同时也是开放的

重庆向世界展示的窗口$从而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的(双赢)模式*

A

+

%

重庆的红色旅游规划已全面启动$着力打造(一地

六区十条线)$(一地)指红色旅游目的地$(六区)包括!

两馆$即红岩革命纪念馆和歌乐山烈士陵园陈列馆&两

帅$即刘伯承元帅纪念馆和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两老$即

赵世炎烈士故居和杨?公烈士故居&(十线)指红岩村'

新华日报旧址$以及两点间的其他十个景点$包括史迪

威旧居'周公馆等%这将对改善重庆城市形象'提高城

市地位'提升旅游产业等方面带来显著的效益%

G'G

!

作为爱国教育基地

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重庆的抗战资

源在进行爱国主义和世界和平教育中的独特优势$是中

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资源$是其他历史文物

资源无法比拟的%抗战遗址中大量实物形式的历史符

号系统因其经常化'具体化$在进行历史教育'增强公民

的历史意识方面起到了更大的效用$这是将人们重新拉

回历史'进行一次抗战历史教育的良好形式%如较场口

的大隧道惨案遗址$是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

族凝聚力'揭露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有力教材&歌

乐山革命纪念馆以弘扬红岩精神为主题$积极打造的

(红岩联线)$展演红岩魂形象$被喻为一本新时期思想

政治工作的生动教材$成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每年都组织开展红岩系列活动$在当地有非常

好的影响%

#

!

结
!

语

胡锦涛深刻指出!(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

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抗战遗址对延续重庆的历史文脉'提高城市知名度$丰

富城市人文景观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城市高

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有效地保护抗战遗址4 许多的事实

证明$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是一个紧密相关的辨证统一

体$只有合理利用遗址才能有效保护文物资源$才能赋

予抗战遗址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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