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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理管理导则》发布

——拒绝“舞台布景” 留住“活态城镇”

  作者：李韵 杜小端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8-02 | 点击数：180

 

  循着已风化泛碱的砖墙，走在悠长笔直的石板街巷中，远处一位大娘从漆黑深邃的院落中走出，支起马扎坐在街灯下，摇着蒲扇，消暑纳

凉。我们闯入了早已定格的时间，穿越千年遇见她——平遥古城。 

  自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涌入”古城，随之带来的商业化、过度开发等问题日益严重。如何

在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满足居民现代生活需求的同时，又能避免因大量传统民居不当改造而严重威胁平遥古城的真实性、完整性？ 

变味儿的南大街 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摄 

  日前，由平遥县人民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发起，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和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资助，同济大学编制了《平遥古城

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理管理导则》（以下简称《管理导则》），并向社会发布。 

  传统民居的两种命运 

  在古城街巷的背阴面，许多民居的墙皮已大片剥落，露出被风化的土质砖体。墙体下端，因常年不见阳光，潮湿的空气已将砖体“啃咬”得

凹凸不平，有的甚至疏松。由于各种自然和人为损害，历史建筑材料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进而影响到院落整体价值和使用。记者了解到，目

前，古城内的传统民居列入文保单位的只有13处，大量的传统民居并没有得到客观评估和相应保护。 

  然而与“自生自灭”命运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古民居的“变味儿”。走在古城主要商业街——南大街上，两侧鳞次栉比的酒吧、客栈、商铺

令人眼花缭乱。儒雅的古玩书画店对面传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韩剧主题曲，百年老字号“日昇昌”旁边晃过炫目的酒吧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

下，为了更好地适应商业旅游，许多传统民居被过度修复，逐渐失去原本的面貌。 



  作为平遥古城的代表街道，过去，南大街虽然每一家商铺都有自己的风格特征，但始终维持着一种“大统一小特色”的和谐风貌。由于没有

统一的民居修复标准，如今各家各户可以随意改造自己的宅院，使得整个古城的“风貌和谐”无法实现。正如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项目部主

任李光涵所说，古城的旅游商业化导致居民只对自家院落有认同感，外来文化的入侵使街道整体认同感缺失。 

  《管理导则》实施的两大难点 

  记者了解到，此次发布的《管理导则》，主要是对平遥古城内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和未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传统民居院落的修缮、保养等

日常行为进行引导。它与平遥县人民政府颁布的《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工程资金补助实施办法》相配套，旨在实现遗产保护和居民生活改

善的双重目标。 

  “任何城市首先要满足居民生活和工作的基本需求，古城也不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专员杜晓帆表示，如果古城中没有了市

民的生活，古城就只是一座明清时期北方县城的标本。 

  

墙皮已大量剥落的民居 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摄 

  让居民享受现代化生活的同时保持古城原真性，是《管理导则》的首要任务和实施难点。比如，作为生活社区的古城，社区中心、文体服务

室、社区医院等现代社区应配备的服务机构怎样能和谐自然地融入其中？如何在“最小干预”的原则下维护建筑物的持久性，提升它的功能价

值？《管理导则》的“民居的修复与保养”一章，对传统民居的院落格局和各类建筑要素提出了相应维修要点和维修措施，定出标准，给出范

例，施工团队可以参照执行。 

  《管理导则》实施的另一大难点就是民居的私有产权性质使得政府难以统一管理。在当地居民心中，祖传地产比“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重

要，保护古城整体风貌没有改造自家院落重要。传统民居修缮时，居民们以自己的需要和喜好为准，而政府无法强制干预，只能加以劝导。 

  “《管理导则》提供了修缮的原则和方法，但不能解决和平衡产权问题。”杜晓帆也表示，要想协调产权问题，便于政府统一管理，国家必

须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民居修缮的奖励机制。 

  古城不能变成“舞台布景” 

  对于平遥古城这座“活态城镇”，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管理导则》规划部分负责人邵甬提出了“要让生活绽放在院落中”的期望，并强

调在未来的修缮与开发中应避免古城演变为一座空城、博物馆城和旅游城。 

  传统民居的修缮和日常维护，《管理导则》均给出了详细实用的技术支持。从单一建筑的修缮保护转为对整体街区的风貌维护，正是环境治

理工作的基本原则。这不仅体现在历史建筑的保护上，更重要的是塑造一个可持续可生活的街区。专家们建议，不少居民拥有木雕、漆器制作等

独特手工技艺，可以在此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就业。此外，古城中的一些院落也可以开发为小型展览馆。 

  要实现“活态”始终离不开人。“对平遥古城的保护不应该仅仅是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而应当是一份将平遥古城当地居民纳入到古城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之中的承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化部门主管卡贝丝表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平遥古城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不会变成



一个没有生命的“舞台布景”。（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 光明日报通讯员 杜小端） 

 

  文章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2014-08-01 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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