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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什 么 要 保 护 历 史 文 化 街

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评选

标准是什么？该“改造”还是“有

机更新”？针对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的这些核心问题，4 月 9 日的第

二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初评入

围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局

长单霁翔和罗哲文、朱自煊、张杰

等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为媒

体一一梳理，向公众传达正确的

“名街”保护理念。

抢救与保护是评选的目的

单霁翔首先梳理了“中国历

史文化名街”评选活动的发展脉

络：“名街”评选是一项推进文化

遗产保护的重要举措。经长时间

的调研和筹备，于 2009 年发端，

立 刻 引 起 了 全 国 各 城 市 历 史 街

区、相关专家和广大民众的积极

响应，得到各地政府和主管部门

的大力支持。

历史街区保护在中国起步很

艰 难 。 北 京 于 1990 年 公 布 了 第

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到 2001 年，

北京市编制了 25 片历史文化保

护 区 的 保 护 规 划 。 国 务 院 在 公

布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时，将历

史文化名城中文物古迹、历史建

筑保存丰富，有着较完整的传统

格局和历史风貌，具备一定规模

的 地 段 ，公 布 为 历 史 文 化 保 护

区 。2002 年，新 修 订 的《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文 物 保 护 法》，设 立 了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制度。2008

年，国 务 院 颁 布 实 施 了《历 史 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现

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都已

走 向 依 法 保 护 、依 法 管 理 的 阶

段，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还没有

专 门 的 法 律 保 障 。 随 着 城 市 化

进程的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的保

护已迫在眉睫。

影响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首

要因素是城市化建设。我国城市

化发展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

味着每年 1200 万人口涌入城市，

住房、就业、出行、城市改造面临巨

大需求。我国的城市化建设速度

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实属罕见。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已进

入常态发展阶段，我国的城市化建

设仍在急剧的变化。另一个显著

的影响因素是家庭支出结构的转

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1000 美

元时，家庭的主要支出是衣食；接

近 3000 美元时，家庭主要支出是

家用；到 3000 美元以上，住行成为

家庭的重要支出，引发了城市家庭

支出大量投向房地产等基础设施

建设。在此背景下，城市内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面临着较大的冲击。

由中国文化报社、中国文物报社发

起的，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支持

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推介

活动，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

街区抢救行动。

单霁翔指出，过去对历史文

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常

用“改造”一词，并引申出“旧城改

造”与“危旧房改造”等概念。这

个概念并不科学。将有千百年历

史积淀的历史文化街区视为改造

对象，而非强调历史文化街区的

有机更新和环境整治，这事实上

造成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

因此“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活

动的作用就是帮助大家转变观

念，让人们认识到历史文化街区

在一座城市中所具有的价值，这

也是首届评选活动取得成功的原

因之一。

单霁翔强调，“中国历史文化

名街”评选活动，既要充分发挥行

政管理部门的作用，又要发挥专

家、媒体和社会各方面的作用。

要积极接受媒体监督，确保该活

动的公开、公平、公正。评选活

动采用标准公开、大众参与、专

家主导、媒体监督的方式，较好

地保证了活动的公信力。这是

该项活动持续开展的基础，要长

期坚持下去。

真实留存与活态保护
引发参与热情

单霁翔在讲话中表示，首批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公布时，国

家 领 导 人 、文 化 部 领 导 非 常 重

视 ，亲 自 为 入 选 街 道 授 牌 。 同

时，“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活

动也带动了各地对历史文化街

区的保护热情。四川、广东等省

份，以及太原、中山等城市人民

政府在 2009 年下半年公布了新

一批的省市级历史文化街区，将

本地区最富历史文化内涵和魅

力的街区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

畴；不久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大推进《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

历 史 建 筑 保 护 条 例》的 修 订 工

作，提出建立历史文化名城街区

的强制申报制度，努力使具有民

族特色的历史建筑免遭破坏。

“名街”评选活动，因为重视

真实留存与活态保护，得到了当

地社区民众的普遍拥护，唤醒了

他们对于所在街区的保护热情。

今年，各地参与的积极性更加高

涨，报名参加评选的历史文化街

区有 200 多条，符合标准进入初选

的有 83 条。各地民众积极支持和

参与，体现了较强的主人翁意识。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

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罗哲文

指出，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

淀，这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文化要

素。“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更是城市

文化精粹的集中体现，对于它的保

护意义深远。

清华大学教授朱自煊强调一

定要保持历史真实性，尽量原汁原

味保护，对于历史文化街区，可以

整治，但“改造”“整容”“打造”都不

行，不能破坏历史真实性。此外，街

区的生活要传承延续，涉及两方面：

一是生活还需改善，但要保持原有

风貌；二是街区的文化因素要传承

继续，又要与时俱进、有所发展，进

行活态保护。朱自煊同时呼吁，不

要将“打造”两个字用在历史街区保

护上，因为“打造”往往意味着大拆

大建和效仿重造，对千百年历史文

化的积淀并无益处。

清 华 大 学 教 授 张杰希望“名

街”评选为文物保护工作、为社会文

化的复兴，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也

希望媒体起到宣传、监督作用，使后

人能看到文化遗存，使继承和发展

有所依据。

“名街”保护实践备受关注

针对媒体提问，单霁翔对“中

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标准作了进

一步阐释。

单霁翔认为，在评选中，最重

要的就是评选标准的问题，经过专

家的多次研讨，明确了 6 条标准。

一、历史要素。历史上在政治、经

济、文化方面有过重要影响，或者

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或者有代

表性的传统产业，能集中反映地

方、民族的风貌特色。二、文化要

素。拥有鲜明的历史文化特色、

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有

其传承。三、保存状况。文物古

迹、历史建筑保存丰富，有着较完

整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具备

一定的规模；留存的历史建筑及

空间格局必须是真实的遗存，具

有历史的真实性，不是仿造和重

建的。四、传统文化活力。对原

有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有一脉

相承的延续性，保持有较多的原

有居民，至今仍维持着其原有的

社会功能和传统文化活力。五、

社会知名度。在本省、市或者区

域 内 享 有 较 高 的 知 名 度 及 繁 荣

度，在历史上或者现代发挥过影

响与作用。六、保护与管理。主

管部门对街区的保护和监督具有

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在历史建

筑的抢救、维护以及修整上卓有

成效，街区利益相关者对街区保

护积极支持并参与，已经或正在

制定保护规划，并能按规划实施。

单霁翔强调，“名街”评选活

动，要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

结合起来，要特别关注那些居民

能安居乐业、有宜人的环境和亲

密邻里关系的历史文化街区。要

评选居民能够继续按自己的意愿

生产、生活，仍然维持原有的社会

功能，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影响的历史文化街区。

针对当前城市建设中的仿古

风潮与保护真实遗迹的关系，单

霁翔表示：目前，“拆毁真古董，制

造 假 古 董”的 仿 古 一 条 街 泛 滥。

一些城市在“尊重历史”的幌子下

陆续推出了许多由传统街道改造

而成的“汉街”“宋街”“明清一条

街”等，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

沦为失去真实价值和历史信息的

“假古董”，这造成了我国城市建

设中最大的问题——千城一面。

但他同时表示，坚持在“中国历史

文化名街”评选中反对仿古街，并

不等于在所有地区都反对使用仿

古符号，这需要区别对待。对货

真价实的历史文化街区，要赋予

其尊严，使其避免因人为冷落或

不公正待遇而成为“城市角落”。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推介活动

推进名街保护 捍卫城市尊严
丁敏帅

今年是哈尔滨抗日文艺烈

士金剑啸诞辰百年，哈尔滨市金

剑啸烈士故居及早期革命活动

旧址却正被野蛮砸毁。耐人寻

味的是，这两处建筑所属区域已

被该市规划局明确为保护修缮

范围。

已定为保护修缮的建筑

金剑啸烈士故居位于哈尔

滨市南勋街，处于该市正在规划

实施的中华巴洛克保护街区（二

期）工程范围。3 月 27 日，金剑

啸烈士故居和该区域所有建筑

都被贴上了危房拆迁通知，拆迁

时限是 4 月 1 日零时。4 月 3 日，

人们发现，这一片已被哈尔滨市

规划局定为修缮保护的区域，许

多建筑已经严重被毁，多数房屋

的门窗都支离破碎，其中就包括

金剑啸烈士故居。这里面还有

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

建筑。

据了解，中华巴洛克保护街

区（二期）工程位于南四道街、景

阳街、南勋街、靖宇街围合区域，

属哈尔滨市 2010 年棚户区改造

项目，也是哈尔滨市实现中兴战

略的重点工程，工程于 3 月 1 日

启动拆迁。

事实上，早在项目开工的几

年前，哈尔滨市规划局就在这里

圈定了“道外传统商市历史文化

街区”，并组织编制了《哈尔滨市

道外传统商市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规划》，内容涉及对传统空间

模式的保护与发展、加大基础设

施的改造力度等方面，目的是对

这一区域进行全面的保护与整

治开发。

中华巴洛克（二期）工程区

域处于哈尔滨市规划局确定的

“道外传统商市历史文化街区”，

其中道外南头道街东侧至南四

道街西侧属于核心 保 护 范 围，

南头道街西侧至景阳街属于历

史文化街区的建设控制地带。

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条例》和《哈尔滨市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条例》，这些区域理

应得到整体保护。

据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会 员 、中 国 文 物 学 会 会 员 、哈

尔 滨 市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专 家 委

员 会 委员曾一智介绍，她在今

年 1 月 21 日举行的哈尔滨市规

划局“ 道外中华巴洛克传统商

市保护区（二期）保护与更新规

划”专家论证会上看到的规划

方案为：南头道街东侧至南四

道街西侧保留原有街巷格局，

保护修缮老建筑。南头道街西

侧至景阳街的大多数临街建筑

的方案是保护修缮。这其中，

包括金剑啸烈士故居。

文保志愿者遭遇暴力

金 剑 啸 烈 士 之 女 金 伦 表

示，坐落在南勋街与南头道街

交界处的金剑啸烈士故居和他

早期革命活动旧址具有非常重

要的历史价值。金剑啸烈士的

祖 父 曾 在 哈 尔 滨 道 外 桃 花 巷

（现为南勋街）经营“文业堂印

刷局”，一家人就住在楼上。金

剑啸在上海加入地下党后，于

1931 年 回 到 哈 尔 滨 开 展 革 命

活动。他曾经暗中发动文业堂

印刷局的工人罢工，要求涨工

资，改善生活待遇等。祖父发

现 后 ，气 愤 地 将 他 逐 出 家 门 。

1933 年，金剑啸在哈尔滨道里

中国十五道街（现为西十五道

街）33 号后院的一栋小楼租房

开设了天马广告社，成为地下

党的秘密联络点和左翼文化人

的活动地点。时至今日，那些

与金剑啸烈士生前革命、抗日

活 动 有 关 的 建 筑 大 多 已 经 消

失，剩下的就愈发弥足珍贵。

4 月 3 日，曾一智在已被损

毁 的 金 剑 啸 烈 士 故 居 前 拍 照

时，遇到一群身穿城管行政执

法服装、安全生产执法监察服

装及身着便装的人，正在砸房

门。曾一智称故居已经被认定

为 文 物 ，希 望 对 方 停 止 拆 除 。

然而她的言辞激怒了这群人，

其中一人打了她两拳，并抢夺

相机不让拍照。曾一智悲愤地

说：“革命烈士为了你们献出了

自己的生命，你们却在拆他的

房子，干违法的事情！”她给哈

尔滨市相关领导打电话，拆迁

人员见状才迅速离去。

“危房”应修缮
还是全部拆除

对于金剑啸烈士故居等建

筑被拆的事情，哈尔滨市规划

局名城保护处相关负责人称，

这里属于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

控制地带，此次规划中，临街建

筑定为只保留外立面。要进行

保护修缮的是南头道街至南四

道街的建筑。原本要保护修缮

的 建 筑 如 今 成 为 仅 保 留 外 立

面，这一变化，当时参加中华巴

洛克（二期）工程规划专家论证

会的与会专家均不知情。他们

质疑：经过论证会讨论过的规

划方案，为什么会在所有专家

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擅自更改？

如 今，中 华 巴 洛 克 保 护 街

区（二期）项目区域内几乎所有

的建筑都被贴上了以危房抢救

为由的拆迁公告。公告称：根

据哈尔滨市房屋安全鉴定办公

室 鉴 定，道 外 景 阳 街—— 南 勋

街——靖宇街——南四道街所

围合区域鉴定为危房，存在严

重的安全隐患，并且已经远远

超出设计使用年限，已无维修

价值。而曾一智从哈尔滨市房

屋安全鉴定办公室查到，这里

的危房仅占总面积的 9.47%。

哈尔滨市行政执法局所属

规划监察局闻讯后，对中华巴

洛克保护街区工程的建筑保护

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部分保

护建筑、拟定保护建筑和拟定

保留建筑的门窗、外立面造型

已被破坏。针对这一情况，该

局监察二处的执法人员制止了

有关破坏行为，并与中华巴洛

克工程指挥部取得了联系，要

求他们在拆迁中立即停止对保

护建筑、拟定保护建筑、保留建

筑 的 门 窗 及 外 立 面 造 型 的 拆

毁，按原样恢复被毁建筑及构

件。据规划监察局二处相关负

责 人 介 绍，他们将把执法工作

深入到中华巴洛克保护街区（二

期）项目工程的整个过程中，发

现问题随时查处。

为了防止金剑啸烈士故居

遭受更加严重的破坏，曾一智向

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递交了不

可移动文物的认定申请，该申请

现已被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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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 从 江

西 省 文 物 局 获 悉 ，江 西 永 新 县

石 桥 镇 樟 枧 古 村 建 筑 群 入 选

“2009 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

要新发现”。

记者了解到，这个古建筑群

面积约 1 万平方米，有明清祠堂 5

座、明代古井 3 口、明清石拱桥两

座、一座清末“村中村”。其中刘

氏家庙为村中现存最 大 的 古 祠

堂，古祠堂建于明代，曾被当做

红军被服厂和红军医院办公场

所。3 口古井分别为建于明洪武

年间的青慧井、明天顺年间的思

亲井、明正德年间的报恩井，井

内壁均为卵石砌成。清末“村中

村 ”为 院 落 格 式 ，占 地 面 积 约

1500 平方米，由围墙、巷道和 6 栋

民居组成。

江西省考古文物研究所专家

认为，永新县石桥镇樟枧古村建

筑群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和旅游

开发价值。 （沈 洋）

我们现在将中国古代的运河

称为“中国大运河”，我理解“中国

大运河”主要指具有水运功能的

人工开凿“河流”（当然有的运河

也兼具灌溉、防洪等水利功能），

而诸如战国时代秦国开凿的郑国

渠、修建的都江堰等水利灌溉工

程应不在此列。中国古代历史上

开凿的邗沟、灵渠、漕渠、隋唐大

运 河、京 杭 大 运 河 等，均 应 属 于

“中国大运河”，而“中国大运河”

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应

为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

中国的大运河与长城是中国

古代历史上两项最为重大的工程，

但是它们的历史意义各不相同。

中国古代的长城是军事防御性工

程，是中国古代历史从王国时代

向帝国时代发展的产物。秦汉时

代以来的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的

中华民族形成时期的标识。

中国古代的大运河促进了多

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与中

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促成汉文化

从中国大陆走向东北亚、中南半岛

并成为古代东亚地区主体文化。

大运河之于古代中国和中华民族

是开放性、拓展性、凝聚性的。

秦 始 皇统一六国，建立秦帝

国，其西至甘肃中部，东到沿海，

北界长城一带，南为岭南，较之战

国时代，秦帝国的国家疆域扩展

主要是楚国以南的岭南地区，而

岭南地区进入秦帝国版图与秦始

皇于公元前 214 年开凿的灵渠密

不可分。岭南地区成为中国历史

上周边地区最早融入以汉族为主

体的中华民族的地区。秦始皇于

公元前 221 年统一六国之后，发

兵 50 万进军岭南，为此，秦监“史

禄”历时近 4 年，于广西兴安县开

凿湘水与漓水之间的运河——灵

渠。灵渠虽然长仅 36.5 公里，但它

将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连接在一

起，加速了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融

为一体，使“南海四郡”成为古代中

国周边地区最早进入中华帝国的

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之上，汉武

帝、光武帝等又通过灵渠，使汉文

化从岭南走向中南半岛东北部。

隋唐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

的鼎盛时期，东北部地区进一步融

入，东南部经济迅速崛起。为了使

以长安、洛阳——隋唐两京地区的

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

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

地位得以充分巩固，中央政府行

政权力运作得以正常进行，隋唐

大运河开凿成为中古时代中国历

史发展的必然需要。

隋唐大运河分为两支，一为连

接京师长安和洛阳至东北地区的

永济渠，一为隋唐两京沟通东南部

的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河。隋

唐时代是结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

几 百 年 分 裂 割 据 的 统 一 帝 国 时

代，相对长期处于割据的“南朝”

政治势力来说，防止分裂，巩固国

家统一，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头等

要务，这是曾经长期主政江南扬

州的隋炀帝十分清楚的。隋唐大

运河东南一支的兴建正是发挥了

这样的历史作用。继之，国家疆

域的恢复（汉代已于东北地区设

置了“乐浪四郡”）与发展，又是这

个伟大历史时代的重要任务。这

是隋唐大运河东北一支开凿的主

要原因。其实华北地区的运河开

凿从东汉晚期已经开始，当时运河

的开凿目的是为了消灭地方割据

势力、征讨乌桓、统一北方。隋炀

帝在此基础之上，于大业四年（608

年）征调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第

二年建成了从洛阳至涿郡的大运

河，大业六年在涿郡修建了临朔

宫，大 业 七 年（611 年）通 过 永 济

渠，亲临涿郡临朔宫，征集军队号

称 200 万人，集结于涿郡，随后连

续 3 年（612 年至 614 年）发动了征

辽东的战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

的隋炀帝“三驾辽泽”。这里也可

以看出隋炀帝开凿永济渠的主要

目 的 。 唐 代 初 年（贞 观 十 九 年，

645 年）李世民征辽东在幽州城举

行誓师大会、后周北伐契丹也以

幽州为军队集结地，无疑与永济

渠的功能是密不可分的。永济渠

的开凿与使用，使幽州成为唐代

最为重要的政治、军事重镇，唐代

的安禄山、史思明正是以幽州为

大 本 营 ，以 其 军 事 实 力 左 右 朝

政。他们相继称帝，更名幽州为

“大都”“燕京”，奠定了唐宋以后

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军事中

心的基础。古都北京的地位形成

与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有着极

为重要的关系。宋代后期的辽金

政治势力走上中国古代历史的舞

台，辽金政权的“基地”在内蒙古

东北部与东北地区，为控制中国

华北地区，只能南下，建立以北京

地区为统治中心的都城，而北京

作为辽金王朝的首都，其重要条

件是“可进”“可退”，“进”则借助

隋 唐 大 运 河 永 济 渠 控 制 华 北 地

区；“退”则可以顺利返回内蒙古

东北部及东北地区。隋唐大运河

成就了辽金王朝的统治，开启了

把北京从地方政治、军事中心推

向古代中国政治、军事中心的历史

大门。

经过辽金王朝的过渡，古代

中国的最后 3 个多民族统一的中

央集权帝国——元、明、清王朝建

都北京，北京成为全中国的政治

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

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隋

唐大运河东北一支——永济渠为

北 京 这 一 地 位 的 形 成 创 造 了 条

件、奠定了基础；中国大运河中的

京杭大运河开凿，保障了北京都

城地位的确立、巩固、发展。元代

定都北京以后，兴建了通惠河、会

通河，并将永济渠北段的白河、卫

河连接在一起，然后又与黄河以

南的淮阳运河、江南运河和浙东

运河相连接，形成北京和杭州之

间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全

长 1700 多公里，南北跨越海河、黄

河、淮 河 、长 江 和 钱 塘 江 5 大 水

系，流经区域涵盖中国古代的燕

文化区、齐鲁文化区、楚文化区、

吴 越 文 化 区 等 。 在 中 国 古 代 历

史上，正是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

河 把 中 国 的 北 方 与 南 方 连 接 在

一起，把汉族与北方和东北方及

其 他 各 地 的 少 数 民 族 融 合 在 一

起，使中华民族在这一时期完成

了其“全面形成”，奠定了现代中

国的疆域、版图，以元、清为代表

的 中 国 境 内 的 各 少 数 民 族 全 面

融 入 中 华 民 族 。 正 如 著 名 历 史

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的那样：隋

唐 大 运 河 和 京 杭 大 运 河 是古代

中国“中央政府的支柱”，堪称“建

国之本”！

江西一明清古建群入选
全国文物普查重要发现

我们怎样保护“中国大运河”
刘庆柱

4 月 9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金剑啸烈士故居文业堂旧址前

上海多伦路文化名人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