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文化名城经济发展博弈研究 
   ——以洛阳市为例 

文/刘溢海 

   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24座历史文化名城名单，这就使名城的保护从个别文物保护转向历史文
物的群体保护，从静止的文物保护到对城市传统风貌在发展中的保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是古
建筑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名城的保护和建设之间的矛盾逐渐
突出。表现在挤占文物古迹的情况比较严重：破坏性开发突出，忽视名城建设的特殊性，用一般城
市的发展规律来规划名城，导致古城风貌退化等等。本文拟以洛阳市为例，就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
应处理好的三个关系及相关问题提一些看法。 
   一、要处理好历史文化地位和工业地位的关系 
   洛阳是七大古都中建都时间最早、建都时间最长、都城遗址最多的城市。以洛阳为中心的河
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比较集中地代表了中华文化和东方文化，对东亚和东南亚产生了重要影
响。因此，洛阳不是七大古都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的“普通一员”，而是中国古都中的“标志
性”城市。史家司马光云“欲知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已成为中华民族古老历史、
灿烂文明和多灾多难而又自强不息的命运的象征，在海内外华人中享有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并具
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洛阳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工业基础也较为雄厚。经过50年的建设和发展，洛
阳市已形成了以机电、石化、冶金、建材、轻纺、食品等六大产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工业经济是全
市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且在全省工业经济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占全省工业经济总量的10％，
目前被赋予河南省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任，按竞争优势系数排列，在洛阳市产品中，高于全国同类
产品平均水平的9个产品是：拖拉机、轴承、有色金属加工、建材、电解铝、摩托车、矿山机械、
耐火材料、白马纱布，以上产品在全国同类产品中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前5个产品竞争优势
明显。 
   “一五”期间，在中央发展重工业方针的指导下，国家在洛阳兴建了一批机械、 冶金、建材
等重工程项目，带动了一大批工业企业的发展。当时，旅游业尚未成为独立的产业，洛阳市巨大的
旅游潜力在当时不可能引起重视，因此，当时洛阳是被作为“重工业城市”对待的。虽然犯了一些
战略性错误，但是当时中央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了洛阳的 古城特点，做出了“抛开老城，另建新
区”的战略决策，没有破坏老城，同时在涧西区 的建设中，提出“地上服从地下”的原则，即先
发掘，后建设。因此，基本上没有造成 文物的破坏。现在看来，一期规划是一个好的规划，其优
点不仅在于没有破坏老城和文物，为以后旅游业的发展埋下了伏笔，而且功能布局基本合理，工业
区组织紧凑科学，因而被规划界誉为“洛阳模式”。 
   受“一五”计划的影响，之后的洛阳实施了一条倚重工业的发展道路，1975--1981 年，洛阳
市在工业建设中选址不当，竞在禁建的邙山古墓大建工厂。二期规划是1983 年制定的，该规划严
重忽视了隋唐城遗址，在皇城宫殿遗址建设了玻璃厂、机械厂、铸 造厂、铁路货场及仓库，对文
物保护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又在市外发展了关林、安乐等，进行了工业布点，如此等等。导致
洛阳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力度不够，旅游业的水平低，总量小。 
   总之，洛阳城市的规划既要兼顾历史文化名城的特性和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又要 充分考虑工
业基础和工业化的历史要求。洛阳市委全会决定把洛阳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定位于“科技教育比
较发达的工业城市”和“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依托的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是一个比较符合洛阳实际
的发展战略，应以一贯之。综观我国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分布在全国18个省市，至今仍是各个
地区乃至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不少城市有相对发达的工业。在历史文化名城和工业城市
的关系问题上．能兼顾两者关系的选择无疑是最好的，但对于无法兼顾者，在取舍时应优先考虑历
史文化名城的性质和特点。 
   二、处理好古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空间关系 
   每个名城都而临着经济发展和名城保护的矛盾．这个矛盾对洛阳来说尤其突出。洛阳城区位
于相对狭小的“洛阳盆地”，现有大部分城区均为都城遗址区、邙山墓藏区和隋唐皇家园林遗存
区。目前，陇海路南、洛河北已没有太多的建设用地，城市建设容量已达极限，市区人口密度已达
16472人／k㎡，人均用地面积60．7㎡远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开发洛南成为洛
阳市的重要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洛南地域狭小，容量有限，而且，如果洛南发展规
模过大，会对隋唐城遗址造成破坏，并对安乐、关林和龙门范围的景点、文化遗存和环境造成冲



 

击。 
   如果按照“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思路，洛阳的发展只能以挤占文物遗存区求得发展空间。
因此，洛阳的发展必须从更大范围和崭新的角度，进行“超常”规划．以解决空间的矛盾。 对洛
阳城区规划来说，存处理城区工业用地和其它发展用地的矛盾时，眼光不应局限于现有城区，从长
远来看，洛阳的城市发展，要向周围卫星城发展，让卫星城分担中心城的部分功能；或者实施“飞
地”战略，把近中心城市的卫星城纳入洛阳城市规划，这样才能把那些名城传统中最集中的部分，
有重点地保护好．把那些最适宜某种发展的地域，扬其所长，并以适当的布局方式，更好地发展起
来，使城市的发展和保护各得其所。世界上许多历史名城，如巴黎、罗马、华盛顿等，都是在一个
多功能的都市区或经济区域之中达到协调发展的。同时，近古城的污染工厂可按其污染程度实行搬
迁、治理、关停或转产。暂时无法根本解决的，应实施强力治污措施。古城的工业应以无污染或低
污染的现代手工业和轻工业为主。 
   三、切实处理好洛阳发展中“古风”和 “今韵”、 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的关系 
   2004年，中央电视台开展“魅力城市”评选活动，主要依据是历史、环境、建筑、规划、民
俗、经济、精神等七个方面，显然，历史表象(古城风貌)是重要的方面，它具有延续文脉和进行历
史审美的重要价值。洛阳是一座有浓厚历史文化积淀的著名历史古都，但由于长期的战争破坏及各
种复杂的原因，现在的洛阳“古风”淡薄，高品位的历史“表象”少，突出表现为：成片的历史性
街区很少；人们的传统文化修养总体较低．缺乏传统审美；历史文化研究相对薄弱，织织程度低，
目前洛阳尚无一本历史文化研究公开刊物，如此等等。相应地，建筑、饮食文化消费方面的“赶
潮”意识较浓。无论从发展旅游方面，还是从文化传承方面，适当增加洛阳“古风”都是非常必要
的。在思路上，可在加强景点建设和河洛文化研究的同时，充分发挥洛阳历史文化优势，传统技术
优势，结合现代技术，大力发展旅游纪念品、艺术品、实用性文化品和文化型实用产品。在办好牡
丹花会和关林朝圣大典的同时，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进一步增加文化性节会。在可能的情况下，
恢复或重建部分历史街区。新建建筑物的高度、体量、位置、形式、风格一定要与名城风貌和近距
离的文物古迹相协调，对此要有明确的控制要求，并实施法制化管理等等。 
   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风俗习惯、建筑风貌等是文明的“表层”或表
象，文明的“内核"是观念、思想和技术。文明的力量表现为科技经济实力、军事政治实力和文化
凝聚力，其中，科技经济实力和军事政治实力是最强大的显性力量，文化的凝聚力是最深远持久的
隐性力量。 于是，思想文化界提出了“文化凝聚力”问题，并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同，被提
高到“治国安邦"的高度。 
   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引以为骄傲的民
族瑰宝(之一)，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
义新文化的宝贵材料，而发掘、发展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一个“支点”。作为中华民族乃至东方文化
的标志性城市， 洛阳必须大力发掘、发展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寻找“联结
点”。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传统文化则是文化名城的灵魂，同样也是旅游业的灵魂，因此，洛阳传
统文化建设事业不仅是洛阳旅游业的需要，也是传承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需要。 
   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和目标。“两个文明”是可以协
调发展的，但不是必然协调发展，以经济高速发展与环境污染等表现出来的“背向”情况，无论在
中国和国外并不鲜见。作为公认的历史文化名城，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文明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点”，不仅是振兴旅游业和工业的需要，也是河南和洛阳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因此，不能用
一般工业城市的标准来衡量作为文化名城的洛阳工业和经济发展水平，洛阳工业和经济发展不能追
求盲目的高速度，而应追求适当的良性速度：人民生活水平不能简单地用工资的高低来衡量，而应
用“生活质量体系”指标衡量，重在提高人民生活的综合质量。 
   四、结论 
   以上三个关系事实上是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经济、文化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是近期建设和中
远期发展的关系问题。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有赖于古城领导者的素质，更有赖于国家对古城发展目
标和要求的政策化和法制化(包括支持手段)，比如制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条例》、《历史文化名
城主要领导干部选拔细则》，设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基金”等，为历史文化名城处理好三
者之问的关系创造有利的条件【本文为2003年河南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成果的一部分
（0213010501）。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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