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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袁 不但城市规模在各级城
市中不断扩大袁对其城市内部的改造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遥
对一大批具有历史特色的古街区尧古建筑及其他文物古迹
的古城来说袁城市更新也逐渐提上日程遥但是大量文物古迹
处于城市更新的范围袁 如何把握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保护好
历史文物古迹袁延续城市的文化传统袁成了当前亟需解决的
问题[1]遥南京内秦淮河地区袁在历史上素有野 十里秦淮冶尧野 六
代豪华冶 的美誉袁 其建城史可追溯到战国周元王 4年 渊 前
472冤越王勾践命谋士范蠡在古长干所筑的越城遥又经东吴尧
东晋尧宋尧齐尧梁尧陈尧南唐尧明和清的发展袁其间保留了大量
的文物古迹袁当前面临着房屋破旧袁公共服务设施缺乏的困
境袁城市更新势在必行遥因此袁通过调查分析内秦淮地区在
城市更新过程中的文物古迹保护袁 找出城市更新与历史文
化古迹相互依存的关系袁具有典型的现实意义遥
1 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与城市更新

历史文物古迹是指遗存在社会上或埋葬在地下的历史

文物遥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智慧结晶袁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段
人们的生产尧生活习性遥而历史文物古迹中的都城遗址尧城
堡遗址尧古建筑尧桥梁尧河房及庭院等一般都分布在文化底
蕴较深的旧城中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袁加速了人口向城镇
集聚袁使我国许多城市的旧城区住房条件恶化尧交通拥挤尧
环境污染严重尧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以及城市用地不合理等遥
当前只有进行城市更新才能在根本上解决旧城的居住环

境袁增强旧城的经济活力遥因此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与城市
更新二者之间产生了重要的联系[2]遥旧城中的文物古迹见证
了城市的兴衰成败袁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底蕴袁它是城市有机
组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遥 它使得城市的发展具有了延

续性和传承性遥 使城市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自身独
有的特点遥 但是旧城中恶劣的环境又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提
出了严峻的挑战遥旧城更新的过程中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
过一系列文件和章程袁 逐渐使文物古迹的保护建立在科学
的基础上遥旧城的更新与改造袁对于改善旧城环境袁提升旧
城竞争力袁非常必要遥但旧城更新与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不
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遥因为在历史文物古迹保护的过程中袁
不但就单个建筑物尧构筑物尧遗址尧古街道等进行保护袁还要
划出一定的过渡区和风貌协调区袁 要从一个整体与系统的
高度对文物古迹进行保护[3]遥目前的情况是政府部门缺乏旧
城改造的资金遥旧城以地产开发的名义来平衡资金的不足袁
而地产开发是以经济效益为前提的袁对旧城进行更新不可
避免地会对历史文物古迹造成破坏袁更有甚者是整个历史
风貌逐渐被蚕食遥因此袁要处理好历史文物古迹保护与城市
更新的关系袁涉及的方面很多袁笔者着重从保护的角度对在
旧城更新过程中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问题进行论述遥
2 研究区域的范围尧历史概况及其沿革
2.1 研究范围 该区域在历史文化名城南京的老城区袁位
于南京市区的东南部袁属秦淮区的一部分袁北至昇州路尧建
康路袁南至集合村高架桥袁东西距离 2 km袁南北距离 1.7 km袁
面积约 3.4 km2遥 南京内秦淮地区是历史文化名城南京的古
城区袁蕴含了大量的文物古迹遥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袁该地
区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比较落后袁环境污染比较严重袁在城
市更新的过程中对历史文物古迹造成了一定的破坏遥
2.2 历史概况 秦淮原名龙藏浦袁又称淮水袁六朝后期至唐
代始称秦淮遥六朝时该区是人文荟萃之地曰通过东吴袁东晋
及南朝的发展呈现出以自然风景尧贵族住宅尧寺尧观尧商铺相
互交融的景象曰 隋时该区被夷为平地曰 唐时陆续修复瓦官
寺尧瓦官阁尧凤凰台尧伏龟楼等景点袁并兴建文庙尧学宫等古
典建筑群曰朱雀桥尧乌衣巷等部分六朝遗址尚存曰五代杨吴
拓城袁形成现在河房水阁袁曲巷重院的市井化格局曰明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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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南京内秦淮地区为例袁通过对该地区的历史文物古迹调查袁研究城市更新过程中对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与破坏情况袁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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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目前袁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城镇化时期袁城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即为城市更新遥在城市更新过程
中袁大量的历史文物古迹必将遭到毁坏或被重建遥如何合理有度地保护历史文物古迹而又不阻碍城市更新的步伐袁
是当前众多研究者探讨的焦点之一遥该文对历史文物古迹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袁可为众多城镇化建
设指挥者提供一定的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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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内秦淮地区文物古迹调查结果

秦淮两岸形成野 秦淮渔鸣冶尧野 乌衣晚照冶尧野 桃渡临流冶尧野 赤石
片矶冶等景点袁使秦淮地区更加兴盛曰清代其风光及城市格
局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袁到了清代末期袁大部分景点焚毁尧
圮废袁整个地区失去了活力袁但是基本的城市格局保留下来[4]遥
2.3 现状及沿革 1982年国务院把南京列为全国第一批
历史文化名城袁南京市政府编制叶 南京历史名城保护规划曳袁
以十里秦淮的人文资源为基础袁建设成秦淮风光带遥该处具
有传统的地域文化特色和相对集中的文物古迹遥 被列为国
家旅游局开发区遥1986年后袁市尧区两级先后制定并实施秦
淮风光带的野 七五冶尧野 八五冶尧野 九五冶3期计划遥自 2000年以
来市政府更新了叶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曳袁除了秦淮
河风光带的保护外袁其中涉及到该研究区域的内容见表 1遥

在叶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曳的前提下袁对该地区
进行城市更新袁还做了近一步的详细规划袁如秦淮片区西关
头片区详规尧门西保护与更新规划尧门东保护与更新规划尧
南捕厅风貌保护规划等 遥但研究地区所做的规划袁虽然对
内秦淮地区文物古迹和人文景观的保护起到了一定作用袁
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袁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袁如城市更
新的详规存在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遥
3 研究区域历史文物古迹的现状调查

3.1 文物古迹分布现状的调查 对该地区历史文物古迹

的调查是以其在历史上的存在为基础的遥 该地区经历了十
朝古都袁建城迄今约 2000多年袁其中蕴含的文物古迹非常
丰富袁主要分为古渡口尧古桥梁尧河房尧园林尧名人故居尧寺
观尧古街尧城楼尧台矶尧古墓等几大类遥在此分类的基础上袁又

以文物古迹现存的方式分为院古遗址尧遗存的文物古迹尧复
建的文物古迹和历史上曾经比较有名的文物古迹 4大类遥
并把前 3种的具体位置在卫星图片上标出来渊 图 员尧表 圆冤遥

名城 保护属别 保护理由
中华路 古城格局保护 作为都城遗存的轴线

内秦淮河 古城格局保护
对城内尚存的古河道尧古
桥梁的保护

明城墙一部分 古城格局保护 作为古城格局的范围

夫子庙地区 历史文化保护区
能完整地体现某一历史时
期的传统风貌

城南传统民居 历史文化保护区
能完整地体现某一历史时
期的传统风貌

内秦淮河两岸十朝遗
存遗址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保护丰富的遗址遗存

注院参见叶 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曳尧叶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曳遥

表 1 叶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曳涉及到秦淮地区的内容

代号 名称 代号 名称 代号 名称 代号 名称
A1 骠骑航 B11 信府河河房 D6 长桥 D35 明贾园
A2 丹阳郡后航 B12 钓鱼台河房 D7 东晋纪瞻园 D36 清僻园
A3 朱雀航 B13 糖坊廊河房 D8 刘宋南苑 D37 清芥子园
A4 利涉桥 B14 瞻园 D9 齐娄湖苑 D38 清湘园
A5 来宾桥 B15 东园渊 白鹭洲公园冤 D10 刘宋王氏园 D39 清银杏园
A6 王谢古居 B16 愚园渊 胡家花园冤 D11 刘宋沈庆之园 D40 清聚峰园
A7 梁武帝故居 B17 秦大夫故居 D12 陈江总园 D41 清颐园
A8 俞通海宅 B18 刘钦差故居 D13 宋乌衣园 D42 清韩园
A9 刘宋王氏园 B19 程先甲故居 D14 明凤台园 D43 清膝园
A10 瓦官寺 B20 甘熙故居 D15 明万竹园 D44 清读乐园
A11 大报恩寺 B21 鹫峰寺 D16 明魏公南园 D45 清倪园
A12 越城 B22 石观音寺 D17 明徐九宅园 D46 清桂园
A13 丹阳郡城 B23 中华门城堡 D18 明同春园 D47 清半亩园
A14 周处台 B24 东水关 D19 明武氏园 D48 清王姓小园
A15 凤凰台 C1 桃叶渡 D20 明杞园 D49 张昭宅
A16 赤石矶 C2 魁光阁 D21 明凤嬉园 D50 陆机宅
A17 伏龟楼 C3 烟雨长廊 D22 明汤熙台园 D51 顾恺之宅
A18 杏花村 C4 得月台 D23 明羽王庙 D52 江总宅
A19 阮籍墓 C5 秦淮人家 D24 明顾周南园 D53 汤和宅
B1 淮清桥 C6 王谢古居 D25 明太复园 D54 张辅宅
B2 文德桥 C7 吴敬梓故居 D26 明许长卿旧园 D55 张修宅
B3 武定桥 C8 夫子庙 D27 明李茂才园 D56 刘旗锡宅
B4 镇淮桥 C9 学宫 D28 明陆文学园 D57 朱绪曾宅
B5 长干桥 C10 江南贡院 D29 明方太学园 D58 凤游寺
B6 新桥 D1 麾扇渡 D30 明市隐园 D59 正觉寺
B7 上浮桥 D2 萧家渡 D31 明快园 D60 孙楚酒楼渊 太白楼冤
B8 下浮桥 D3 渡船口 D32 明石巢园 D61 来宾楼
B9 媚香楼 D4 常乐渡 D33 明遁园 D62 重译楼
B10 棋峰试馆 D5 黄公桥 D34 明卜太学园

注院参考叶 南京文物志曳尧叶 南京建筑志曳遥

表 2 文物古迹调查代码

3.2 文保单位及景观现状调查

3.2.1 文保单位的调查遥文保单位是指国家确定的尧在城市
中不可移动的文物袁以及城市中的历史遗迹尧历代遗址尧古
代和近现代杰出人物的纪念地尧古木尧古桥等构筑物[5]遥该区

历史文物古迹资源丰富袁拥有国家级尧省级尧市级和区级 4
个层次的文物保护单位 60余处渊 表 3冤遥文保单位的不同保
护级别直接决定了文物保护现状的好坏遥通过调查可知袁国
家级和省级的文保单位袁由于自身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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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城 等级 时代 所在地
中华门城堡渊 聚宝门冤 国 明 中华门城堡
大报恩寺碑 省 明 中华门外北山门 6号前
贡院碑刻 省 明 金陵路 1号
瞻园 省 明 瞻园路 128号
金陵机器制造局厂房遗址 省 清 晨光机器厂内
金沙井太平天国建筑 省 清 金沙井 34尧36尧38号
七桥瓮 省 明 光华门外红花镇七桥村
阮籍墓 市 东晋 花露北岗 19号
周处读书台 市 西晋 江宁路西侧老虎头
光宅寺 市 南朝梁 江宁路西侧老虎头 44号
封至圣夫人碑 市 元 夫子庙大成殿内
封四氏碑 市 元 夫子庙大成殿内
东水关 市 明 东关头
石猫坊 市 明 彩霞街菜场内
夫子庙遗址 市 明 夫子庙
鹫峰寺 市 明 白鹭洲公园内
愚园 市 清 胡家花园 1蛳2号
民国宪兵司令部遗址渊 瞻园
路 126号建筑群冤 市 清尧民国 瞻园路 126号建筑
窨子山古文化遗址 市 红花镇东风村
瓮堂 市 明 悦来巷 2号
秦大夫故居 市 清 长乐路 57尧59尧61号
三条营古建筑 市 清 三条营 18尧20号
刘钦差渊 芝田冤故居 市 清

殷高巷 14 号及 14蛳1尧2尧3尧4号
程甲先故居 市 清 大百花巷 11号
糖坊廊河房 市 清 糖廊坊 61号
钞库街河房 市 清 钞库街 38号
钓鱼台河房 市 清 钓鱼台 192号
棋峰试馆 市 清 钞库街 52号
钓鱼台 196号河房 市 清 钓鱼台 196号
饮虹先生故居 市 清 牛市 25尧27号
信府河河房 市 清 信府河 55号
瞻园路 173号建筑 市 清 瞻园路 173号
泾县会馆 市 清 大百花巷 13尧15号

表 3 市级以上文保单位调查

名称 景观特点 景观现状
中华路 作为古都南京的城市轴线袁对保留古都南京的城市格局具有

重要的影响
道路被拓宽袁景观遭到一定的破坏遥

内秦淮河景观点 十里秦淮袁两岸的河房袁古桥梁袁古遗址 水质污染比较严重袁部分地段的河房已经修复
外秦淮河与明城墙 作为古都南京保存最完整的城墙的一部分与作为护城河的

外秦淮的一部分袁构成了完整的城市防御风貌
城墙缺失的部分的逐步恢复袁外秦淮河河滨景观逐步形成

西水关 作为内秦淮的出水口和城墙的入口 作为内外秦淮结合的 1个景观节点
东水关 作为内外秦淮的分界线 当前建成了东水关遗址公园
甘熙故居 作为最大的民居袁形成了其特有的明清建筑为特色的历史

街区
根据南捕厅风貌保护规划形成了核心保护区尧过渡区和风貌协
调区 3部分

夫子庙 以传统商贸为特色袁 形成了以学宫尧河房为主的商贸特区
门西风貌区 以传统的明清建筑为主 基础设施较差袁正在依据叶 门西地区保护与更新规划曳进行改造
门东风貌区 以传统的明清建筑为主 基础设施较差袁正在依据叶 门东地区保护与更新规划曳进行改造
中华门城堡 作为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袁结构最复杂的古城堡 为国家级的文保单位袁城堡本身与周围环境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白鹭洲公园 中国自然山水园为主格调袁建筑采用明清江南园林的传统

风格
与夫子庙紧邻袁闹中取静遥

表 4 内秦淮地区景观调查

名称 所处位置 历史文化特色 现状条件
门东历史街区 东至箍桶街尧南至马道街尧西至秦淮河尧北至

长乐路
传统的街坊袁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 部分改造袁部分保留袁部分拆除重建遥

门西历史街区 东至中华路尧南至城墙尧西至胡家花园尧北至
集庆路

传统的街坊和明清建筑风貌 现状破败袁基础设施缺乏遥

钓鱼台历史街区 钓鱼台尧糖坊廊尧长乐街等沿河街巷 以明清建筑风貌为主 拆除重建
船板巷历史街区 船板巷尧胭脂巷 巷名见于明代袁以清代的建筑为主 完全进行了房地产开发
颜料坊历史街区 东至中山南路尧南至秦淮河尧西至上浮桥尧北

至彩霞街
巷名见于明代袁以清代的建筑为主袁文物保护
单位多袁规模较大袁保存较完整的历史街区

全部拆除袁进行房地产开发

南捕厅历史街区 东至中山南路尧 南邻升昇州路尧 西至红土桥
路袁北靠建邺路

传统的街坊和明清传统民居建筑风貌 除了甘熙故居保护修复外袁大部分拆
除重建

表 5 内秦淮地区历史街区调查

到的文保资金较充足遥能够对其进行充分的保护袁但是对于
市级和区级文保单位袁尤其是区级文保单位袁由于保护层次
较低袁文物古迹自身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袁仍得不到
足够的重视袁 破坏的情况比较严重遥 如瞻园路 173号古建
筑袁在 1984年时袁建议列为市级文保单位袁但 1999年为了
拓宽瞻园路对其进行了拆除曰 三条营的古建筑虽列为区级
文保单位袁但房屋破损严重袁至今未得到很好的修缮遥此外
还有高岗里古建筑尧杨秀清行营尧太平井尧太平泉古井等 15
处渊 市级 1处袁区级 14处冤的文物保护单位袁因城市更新而
被破坏遥
3.2.2 景观现状的调查遥在叶 保护历史性城市的国际宪章曳
中强调保护城市中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袁尊重原有城市空
间布局遥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袁注重景观空间的保护袁是对原
有城市格局的一种继承遥内秦淮地区作为南京古城区的一
部分袁其自然和人文景观承载着南京古城的历史演变过程遥
因此通过对其景观现状的调查分析袁来研究城市更新过程
中对文物古迹所处的整体环境的保护力度遥调查过程中把
内秦淮地区分成几个部分袁对各个分区逐步调查遥

表 4表明袁内秦淮地区大的景观格局基本保存了下来袁
延续了城市发展脉络袁为文物古迹的保护提供了基础遥是在
对整个古城保护无法实施的情况下袁通过局部的景观保护
与保留袁而把古城的主要节点保留下来袁使古城的主体框架
得以延续遥
3.3 历史街区的调查 历史街区是指凡具有文物古迹袁具
有足够数量的某一历史时期建渊 构冤筑物的城区或历史人文

风景区[6]遥历史街区不仅保护了其中的重要文物古迹袁保留
了文物古迹所处的历史风貌袁还可以作为旅游景点袁发展第
三产业袁充分发挥历史街区的经济效益袁带动城市的更新遥
更重要的是对历史街区的保护弥补了对单个历史文物古迹

进行单体保护的不足袁维护了老城部分或整体的格局袁使城

市的发展更具有传承性遥表 5表明袁通过对历史街区的调查
研究袁发现历史街区的保护存在着以下问题院淤部分历史街
区已经名存实亡遥 根据对该区几个重要历史街区的调查发
现袁由于船板巷历史街区和颜料坊历史街区在 2002年制订
的叶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曳渊 以下简称叶 名城规划曳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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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相关的法律支撑袁现已经被完全拆除进行了房地
产开发遥而钓鱼台历史街区虽然在叶 名城规划曳中被确立了
受保护的地位袁但现已被拆除重建袁大部分都属于假古董遥
于历史街区保护的过程中过分地大拆大建遥以门西历史街
区为例袁门西地区以传统的建筑风貌为主袁蕴含了丰富的历
史遗存遥在历史街区保护的过程中袁更应该维护传统建筑空
间和形式袁避免过量的野 大拆大建冶遥而门西历史街区在改造
的过程中袁则对中山南路以西的部分街区进行了全部拆除袁
涉及到鸣羊街尧五福里尧谢公祠尧高岗里尧殷高巷等门西地区
重要的几条街巷遥 盂历史街区保护过程中的经济导向较严
重遥以门东历史街区为例袁该处不仅有丰富的具历史价值和
使用价值的古建筑袁还有传统的街坊和明清时期的建筑风
格所形成的历史风貌袁在历史街区的保护中位列首位遥但在
其旧城更新过程中袁其门东 粤片及沿河东至箍桶巷尧南至
马道街尧西至秦淮河尧北至长乐路袁面积达 4 253 808 皂圆的地
块袁将被作为商业用地和二类居住用地遥这与历史街区的保
护理念背道而驰遥其他历史街区在更新过程中也有类似情况遥
4 探讨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关系

4.1 保护与更新的辩证关系 应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

史文物古迹的保护与城市更新曰用辩证法的思想袁把保护与
更新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曰充分认识到保护与更新并不
是相对立的行为遥 历史文物古迹是随着时代变迁累积出的
历史文化特质遥 要使这种特质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而呈现
自身的活力袁就不得不进行城市的更新遥因此应该把对历史
文物古迹的保护看成是城市更新的前提条件袁城市更新是
为了更好地对文物古迹进行保护遥
4.2 城市更新以不破坏历史文物古迹和历史景观为前提 城

市中的历史文物古迹和历史景观是城市经过时间的洗礼而

积淀出来的一种表象遥它链接了城市的过去和现在袁记录了
城市自身的发展史袁并且体现了城市发展的顺承性袁因而在
城市的更新过程中袁保护历史文物古迹和历史景观袁都是在
最大化地保存一个城市的多样性尧原真性和可续性遥对于历
史文化名城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7]遥
4.3 着重考虑重要历史街区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的保护 历

史街区保留城市真实的历史遗存袁表现着历史的风貌袁蕴含
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资源[8]袁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历史文
化特色遥以内秦淮地区的历史街区为例袁门东尧门西尧南捕
厅尧钓鱼台等历史街区共同构建了南京的老城南文化袁这些

街区经过几百年的历史文化积淀袁 完全可以作为南京的居
住文化尧手工业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典型代表遥通过对历史街
区的保护袁不仅保护了其中的历史文物古迹袁维持了历史文
物古迹所处的历史风貌遥同时也避免了整体保护所带来的
资金不足和城市更新困难遥这也体现出对历史街区的保护袁
是一种建立在保护基础上的城市更新方式[9]遥
4.4 城市更新应避免以保护文物古迹的名义建造过多的

伪文物古迹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袁 对于历史文物古迹的保
护首先就是保存其原真性袁即保护历史文物古迹本来的尧真
实的历史原物袁要保护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信息 [10]遥以钓鱼
台历史街区为例袁其所属钓鱼台尧糖坊廊尧长乐街等内秦淮
两岸具有代表性的河房尧河厅大部分被拆除重建遥现在钓鱼
台街区的沿河河房独留形似袁已是现代的建筑遥这是在经济
利益驱动下的短期行为遥 因此应避免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过
多地追求经济效益和旅游效益而建造过多的伪文物古迹遥
4.5 城市更新应处理好埋藏在地下的文物古迹 南京作

为野 十朝冶古都袁城市经过了 2 000多年的更替遥对内秦淮地
区而言袁从战国时的越国就有建城的记载遥其地下埋藏着丰
富的历史文物古迹遥因此袁在城市的更新过程中袁对于挖掘
出来的文物和遗址一定要妥善安置遥这些埋藏在地下的文
物和遗址不仅是一个时代的遗物袁同时也保留有城市发展
的印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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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冤袁盛花期气温下降袁使密度大的植株生长势差袁株高较
矮遥 二是田间湿度的影响袁在蚕豆初花至终花期袁田间没下
过一次雨袁植株处于缺水状态袁水分不足造成植株萎蔫袁花
蕾和花荚发育受阻袁影响了干物质的合成和运输及百粒重
形成袁从而影响了蚕豆生物学产量的提高和开花结荚[3]遥 因
此可知袁只有在合理的密度条件下袁植株的群体与个体的生
长才协调袁百粒重才能达到最高遥

该试验数据表明袁在行距不变的情况下袁相同的播期袁
株距越大袁开花始期越早袁随之的结荚始期尧全生育期也提

前曰密度直接影响了产量因素中的单株结荚数尧每荚粒数和
百粒重袁在密度为 36.30万株/hm2时袁其单株结荚数属于中
间地位袁但每荚粒数和百粒重均属于最高的袁所以产量表现
最高遥因此要提高蚕豆的产量袁在栽培管理上应选择适期早
播和适宜的密度等措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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