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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两岸学者聚焦古厝保护
作者：张诗瑶 李韵 高建进  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07月29日）  时间：2021.07.29

　　光明日报讯（记者张诗瑶、李韵、高建进）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召开期间，以“古厝再现风

华，传承创旧迎新”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历史文化传承与创新论坛在福建省福州市三坊七巷举行。论

坛邀请两岸古厝保护专家，结合案例，分享两岸在古厝保护与创新管理应用上的经验，共同探讨新

时代背景下古厝维护和活化古厝遗存与文化的新路径。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教授吕舟结合自己在世界遗产大会期间的见闻，就历史文化街区和名

镇、名村、传统村落保护过程中，如何加强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和利用做了分享。“福州的三坊七

巷、朱紫坊，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老街区，还蕴藏着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来就是中国

的历史进程。”吕舟表示，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建筑、街区风貌本身的保

护、维护上，应该通过进一步的挖掘、提升，来讲述城市的历史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

　　万科城市研究院院长钱源则以福州烟台山历史文化街区等为例，畅谈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街区

如何做好微改造。他认为，在对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中，应该在保护的前提下注重引入新的业

态、新的人流，让老街区焕发新生命。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冯骥才围绕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做视频演讲；台湾文化大

学建筑系副教授李乾朗以视频的形式，对台湾传统民居建筑营造做了介绍；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

执行秘书长曾颖芝介绍了自己在实践过程中对古厝活化再生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思考。

　　作为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主会场的福建省福州市，在古厝保护中体现出相当的专业性与独特的

代表性；而与福建一水之隔的台湾在古迹和老宅的修缮与管理上亦有不少创新的亮点。闽台两省就

古厝方面的专业交流活动由来已久且成效显著。据华侨大学教授王唯山介绍，目前已经有许多来自

台湾的建筑师、设计团队深度参与到福建的历史文化保护项目中。

　　“台湾在历史化街区、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上的创新思想和社区营造的

理念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福建省台盟专职副主委许勇铁表示，在世界遗产大会期间举办两岸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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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与创新论坛，对加强两岸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学术交流，对提升两岸的文化认

同、文脉传承，将起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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