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点一滴积累 一点一滴保护  

 

――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城市规划国际论坛侧记  

    

    自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如今，我国已有登记在册的不可

移动文物40余万处，国家级、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7万余处，33处世界遗产，103座国家级历史文

化名城……在今年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当天，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城市规划国际论坛在北京

举行。主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文化转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创新文化培育”的城市文化国际研

讨会，聚集了千名中外专家学者，就“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建设中传统特色、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保

持、延续及可持续发展”“城市文化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创新”“文化遗产保护转型过程中的城市文

化”“城市建设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12个专题进行了探讨，并发表了《北京宣言》。参会专家

学者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现代化的和谐共生、城市文化以人为本全面参与保护、合理调配城市中

古现代文化的空间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人人有责  

    我国的文化遗产很多，目前采取分级管理，因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在财力、物力、人

力有限时只能优先保护最重要的遗产，这使一些价值较低的遗产得不到及时的保护。 

    无锡市市委书记杨卫泽在会上谈到，无锡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以文化的自觉去看待对待

城市”，如今无锡所有文保单位都制定了规划“紫线”，工程选址及涉及“紫线”的工程项目，均要经

文物部门前置审核。无锡在今年4月成立了无锡市文化遗产基金会，通过政府划拨、企业募集、社会赞

助、个人捐赠等资金来源支持和奖励文化遗产考古的发掘、修复、保护传承、展览展示等；资助和开展

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各类公益活动项目；并用于表彰和奖励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

及个人。该基金会现已募集到来自社会各界捐助的2400多万元资金，捐款者中既有企业单位、市民百



   

姓，也有广大中小学生，在无锡市形成了保护文化遗产的浓厚氛围。 

    许多学者提出，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是意识的增强，需要政府主导、专家投入、媒体互动、老百

姓参与。只有做到这些，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才能得到保护。而学术界也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深刻

揭示为什么要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为谁保护、怎么保护等问题。 

保护和发展：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给中国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城市中的文化遗产当前面临巨大的压力，

城市中的文物古迹也许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迎来如此多的国内外游客。然而，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社会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矛盾。  

    有专家提到，像西安、洛阳这些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历史文化内涵应该是其古代遗址，以古代都城

为主要内涵的历史文化名城的现代城市，古代都城遗址与现代城市大多在空间上是重合的，如果不能解

决两者间的保存与发展的空间关系，那往往是现代城市的发展将导致空间上的现代城市中的历史文化名

城的消亡。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张文彬以广州道路整治中北京路对“千年古道”采取玻璃路面加以保护，既

不影响行人穿行又增加了文化遗产的观赏价值为例，以及广州康王路道路拓宽“绵纶会馆”平移搬迁的

方案，充分证明只要树立科学发展的全局观念，领导者对文化遗产有正确的态度和认知，就一定能妥善

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中的矛盾，达到城市文化中的双利双赢。 

    西安市市委书记孙清云说：“保护与发展并不是对立的、相互分离的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可

以协调相融、和谐共生的关系。应该充分认识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城市文明发展中的巨大价值，要赋予

历史文化遗产新的内涵和生命力，使其与现代城市功能、产业发展、劳动就业、市民生活有机结合，使

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永续的保护与利用。” 

城市文化与文化遗产：合理开发 点滴积累 

    自然与文化遗产是最重要的旅游资源，但开发过程中可能有些文物会被破坏、损耗，或者旅游创造

的收入没有达到预期，没有将更多的利润用于遗产保护，这样旅游开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结果是破坏大

于保护。 

    “建设形神兼备、浑然一体的城市，实现城市建设形式与城市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是城市规划建

设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专家们提示说。城市记忆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城市规划、建设必须特别

重视城市文化建设，认真吸取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营养，深入科学地研究普通市民对居住、就业、交

通、环境以及情感的需要，塑造充满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城市空间。专家们认为，从文化景观到历史

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

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 

    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说，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应采用全真性、整体性、可持续性等基本原

 



则，尽量采用“延年益寿”的办法进行修复。“全球化正发挥着强势文化‘推土机'的功能，风格雷同

的城市正在发展中国家泛滥，要多层次整体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防止开发性破坏，对历史文化街

区，切忌拆平重建，防止割断历史文脉的延续和城区基本肌理的丧失。” 

    此前，曾有专家提到，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给后人看而不是专门珍藏起来供专

家们研究的，把一部分遗产开发出来，用于创造利润或者用于其他文化的传播、传承，要比单纯的独立

保护价值更大。 

    孙清云表示，只有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城市功能扩展，特别是与改善市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

起，历史文化才能充满生机活力，“文物”才能真正成为“文化”，历史文化遗产才能真正走进市民的

内心，真正成为市民观念意义上的文化，成为现实的、活生生的文化，成为能够产生向心力、归属感、

认同感和共同行动的文化；也只有这样，现代城市才能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真正的家园，才能为历史文化

遗产的生存与保护找到真正的根基。 

    路可以明天修，房子可以后天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必须从今天做起。 

    杭州市市委书记王国平说，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也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和政绩之一，而且是更大的、真

正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属于中国和世界，不仅属于我们这代人，更属

于子孙后代。领导干部是受民族、受后人委托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管人”，一个不懂得保护历史文化

遗产的领导，是一个不称职的领导；一个不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干部，是一个不清醒的干部，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当好历史文化名城的薪火传人是当下各城市文化部门的第一责任和首要任务。 

（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舒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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