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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来大连考察，发现那个

原本完整的历史城市已经变得支

离破碎，只剩下寥寥数处历史街

区，而在去年还完整保留历史风

貌的凤鸣街、岭前青云街、清泉街

等老街区，自 2010 年 10 月开始，

已 经 在 被 肢 解 。 更 令 人 惊 讶 的

是，在 2009 年 7 月刚刚被公布的

大连市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中，凤鸣街近代建筑群（涵盖人民

广场和高尔基路之间的凤鸣街、

新华街、水仙街）却赫然在册。

不可移动文物为何被拆？

2009 年 4 月，笔者在做中东铁

路沿线历史建筑的考察时，听说

大 连 市 仅 存 的 最 完 整 的 历 史 街

区——凤鸣街，已经被列入拆迁

计划，而那里并未列入历史文化

街区。凤鸣街依然完整保留着历

史风貌，有明显的日式建筑符号、

又有欧式形制的独户型建筑坐落

在小巧的带围墙的庭院里，每个

院子都有花树或者果树；也有连

排式的公寓型建筑。这样的院落

建筑沿街排列，除了极少数建筑

改装了塑钢窗，全部保留着所有

的建筑细节，门、窗、围墙和庭院

的石砌门柱，甚至门把手。这些

被 称 之 为“ 和 式 洋 风”的 优 美 建

筑，不仅见证了大连的城市发展

史和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也见证

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史。

大连原有大范围的中国人居

住区，现只残存东关街一带历史

街区。那里不仅可以看到中、日、

欧各色建筑，还有传承至今的市

井风情。一座女儿墙上装饰着水

泥堆塑花饰的民国小楼，其山墙

却是江南的观音兜，而老字号的

字迹依然清晰可辨。这里正是大

连建城初期中国移民史的重要见

证。东关街近代建筑群和凤鸣街

一样，也在 2009 年 7 月被公布为

不可移动文物。

不可移动文物本该依法原址

原状保护，然而，凤鸣街的拆迁公

告却在其被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

的 半 年 之 后 即 2010 年 1 月 公 布

了，从拆迁公告中可以看到该项

目是商业开发。让属于公共利益

的不可移动文物为商业利益让路，

这不仅违法，也引起公众的质疑。

然而，尽管大连市文保志愿

者和艺术家们以及政协委员、人

大代表的多次呼吁保护，拆迁却已

经开始实施。凤鸣街那些精美的建

筑正以飞快的速度消失。

大连为什么不是
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中有明确规定，“对符合

本条例第七 条 规 定 的 条 件 而 没

有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国

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文

物主管部门可以向该城市所在地

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申报

建议；仍不申报的，可以直接向国

务院提出确定该城市为历史文化

名城的建议。”依照这一规定，大

连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应该不难，但

是大连却并不是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要

求首先是整体保护其传统格局、

历史风貌，对一个非历史文化名

城的制约仅限于历史文化街区。

中东铁路的最后一站中止于

大连的旅顺口。大连和曾作为中

东铁路枢纽城市的哈尔滨一样，

都是由于中东铁路的修建而迅速

崛起的城市。这两个城市的历史

与甲午海战、《马关条约》、三国干

涉还辽、《中俄密约》、日俄战争等

重要的历史事件紧密联系。大连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位置不言

而喻。

两个城市的初始建设同样由

俄罗斯人规划设计。大连胜利

桥北残存的一小片历史文化街

区 依 然 见 证 着 这 一 段 历 史 。

1905 年日俄战争之后，大连作为

南满铁路的重要城市划入日本

殖民者的势力范围。其后日本

人大量移民大连，城市的规划设

计十分精心，不仅有中心广场及

主要街道的大型公共建筑，也有

大量仅供日本侨民和日伪时期

日本侵略者居住的街区，处处可

以看出殖民者试图长期霸占这

个城市的打算。

大连和哈尔滨不同的是，哈

尔滨已在 1994 年被公布为国家

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但从来没

有 将 1898 年沙俄在哈修建中东

铁路的日子作为建城纪念；而曾

在 1999 年举行了建城百年的纪

念活动的大连，却至今仍然不是

历史文化名城，只有 5 处历史文

化街区。

笔者曾经问过大连市规划局

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大连为什

么不是历史文化名城？”他回答：

“大连和哈尔滨不一样，大连的历

史太短。”可是，作为近代城市的哈

尔滨只比大连的历史早一年啊。

据 大 连 市 文 保 志 愿 者 们 介

绍，他们正在准备向政府提出将

大连市申报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建

议，然而，“没想到拆迁的速度太

快了，凤鸣街、岭前清泉街这些

完整的历史街区正在迅速消失

中。”而在大连市政协为整体保

护大连历史街区而召开的“议政

论坛”会议上，当地规划部门对

于大连市为何不能申报历史文

化名城的解释是：“现代化的产

业发展需求使大连的城市风貌

有了新的要求……城市的定位

及发展都与开埠建设之初相去

甚远”，“由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规划工作太过宏观，难以落到实

处，在实际的保护规划工作中，

能凸显出保护效果的仍属历史

街区的保护。”这种规划理念有

利于拆迁建设，却不利于一个历

史城市的整体保护！

历史文化街区
为什么只有5处？

2010 年 10 月 28 日 在 网 上 公

示 的《 大 连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09—2020）》草案中，人们看到的

依然是2004年公布的5处历史文化

街区，即中山广场历史文化街区、胜

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南山历史文

化街区、黑石礁历史文化街区、旅顺

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除此之外，

又增添了 4 处“历史地段”，即八七

疗养院地段、小龙街干休所地段、星

海街地段、俄军军营旧址地段。

据大连市一位做规划设计的

工作人员说，这是由于大连现存的

一些街区的历史建筑已经不完整

了，只能按地段来进行保护。

果真如此吗？前述已经被公

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凤鸣街近代建

筑群和东关街近代建筑群都是非常

完整的历史街区，甚至比南山历史文

化街区还要完整。为什么不能将其

列入历史文化街区加以整体保护？

即使是原本完整的南山历史

文化街区，也被拆除了大面积的历

史建筑，而新建的山寨版仿古建筑

其恶俗粗劣令人愕然。处于这一街

区中的七七街还有大面积挡板围

挡，里面自然是正在拆迁的景象。

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的百

年建筑也被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

并作为中东铁路历史建筑在今年

整体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保单

位。但该街区自 2010 年 10 月起开

始修缮，却并未向文物部门申报，

笔者在现场看到每座建筑砖石结

构的百年围墙都被拆除，一些院落

内的历史建筑也被拆除。

必须依法整体保护

据说，处于凤鸣街拆迁范围

中的高尔基路 191、193 号郭安娜、

刘长春故居由于是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可以免遭拆除，但已经具有

不可移动文物身份的凤鸣街、高

尔基路、新华街、水仙街却在拆除

中。规划部门在制定拆迁计划的

时候，是否征求过文物行政管理

部门的意见？

对于不可移动文物的单体保

护，对其历史环境任意拆除，已成

当今弥漫在各个城市、村镇的“改

造”方式，造成的破坏无法挽回。

因此，对不可移动文物必须依法

整体保护。留下这处文保单位，

也要留下同样具有不可移动文物

身份的凤鸣街近代建筑群。尤其

是这处珍贵的历史街区已经是大

连最后的完整历史街区。

笔者已向大连市文广局文物

管理处依法举报，他们确认了凤鸣

街近代建筑群涵盖高尔基路、凤鸣

街、新华街、水仙街的保护范围，但

这样回答：“这里是政府工程，我们

不能给政府下停工单。正在跟规

划部门协调，争取保护几座建筑。”

据当地媒体报道，不久前，由

大连市文广局、西岗区旧城改造办

及现代博物馆、亿达集团等多家单

位参加的协调会举行。“会议透露，

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大连难得

的历史文化遗产，高尔基路193号、

195号将原址保留。亿达集团相关

人士也表示，未来的高尔基路、凤

鸣街一带将保持原有的风格不变，

这里的建筑也会控制在 2 至 3 层。

凤鸣街‘和式洋风’元素会基本保

留下来，老建筑中的德式屋顶、欧

式肌理、法式细节等都会‘重现’。”

这个协调会提到要保护的市

级文保单位高尔基路 193 号、195

号实际上是一栋小楼，而对这一街

区其余260余栋不可移动文物建筑

的保护措施只字未提。大连市规

划局副局长唐东宁说：“根据法律

法规，根据我们整体规划的要求，

我觉得我们这么做是适合城市发

展的，也适合大连市的具体情况。”

凤鸣街近代建筑群的拆迁每

天都在进行，拆迁民工的镐头砸

向那些优美的墙体，老建筑呻吟

着寸寸碎裂。只有大连的文保志

愿者在那里坚守，坚持着发出依

法保护的呼吁。

一年前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 一年后实施整体拆迁

凤鸣街：大连最完整的历史街区在消失
曾一智 文/图

两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评选推介活动 ，开启了中国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新的航程。我

和各位同仁见证了那令人难忘

的时刻，全国众多历史文化街

区踊跃报名参评，千百万群众

积极参与投票，评选揭晓和挂

牌仪式等隆重而热烈的场面依

然历历在目，至今鼓舞和激励

着文物工作者的自豪感和工作

热情！

“中国历史文

化名街”评选推介

活 动 旨 在 将 当 代

中 国 那 些 文 化 底

蕴深厚、地方特色

鲜 明 和 充 满 发 展

活 力 的 历 史 文 化

街区介绍给公众、

展示给世界，促进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的

保 护 。 我 们 欣 喜

地 看 到 ， 历 史 文

化 名 街 评 选 活 动

如一粒火种，燃起

了社会对历史文化

街 区 保 护 新 的 热

情，产生了积极的

效果。一些地方人

民政府进一步完善

了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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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民众积

极支持，体现了强

烈的主人翁意识；

相关专家不断呼吁，提出了许

多建设性意见；一大批志愿者

积极参与，成为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各媒

体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报

道，使人们进一步知晓了保护

历史文化街区的必要性。

历史文化街区是地域文化

见证，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

源。今天，文化被誉为“经济发

展的原动力”，这一点已经在很

多 城 市 的 发 展 进 程 中 得 以 证

实。作为城市发展独特见证的

历史文化街区，在城市形象展

示、历史文化教育、乡土情结维

系、文化身份认同、生态环境建

设、和谐社区构建等方面具有

多重价值。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到，历史文化街区绝不是城市

发展的包袱，而是域市的亮点，

是城市建设的资源和动力。

如今，第三届“中国历史文

化名街”评选推介活动在前两

届活动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得到

持续开展，在评选范围、评选标

准、评选方法上有了更加明确的

推动和共识。我们也有理由相

信，接下来的评选活动会更加

精彩，历史文化名街会得到更

好的保护。

历史文化街区

是美的浓缩，诗的

化身，历史与生活

的见证。每一个老

街都有着美丽的传

说，动人的故事，已

评出的 20 条“中国

历史文化名街”更

是美不胜收，如诗

如画。走进名街，

那一砖一瓦，一水

一桥，那老匾楹对、

牌坊亭榭、绿树红

楼和欢声笑语，都

会让你沉醉其中而

流连忘返，会让你

领会什么是历史的

厚 度 和 文 化 的 韵

味，会让你明白什

么 叫“ 诗 意 的 栖

居”，更会让你读出

中国人特有的“家

园”意义。

为了进一步推

动历史文化街区的

保护，艺术地展现历

史文化名街之美。

组委会特在中国美

术馆举办“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主题艺术展”，以绘画、书法、摄

影的形式形象地再现、诗意地

表现老街风土人情。令人感动

的是许多知名艺术家纷纷走进

老街，用浓笔重彩画老街、写老

街，老街如画画老街，在艺术家

的手中笔下，老街更加焕发出

迷人的光彩。

美在老街，老街美在画图

中。在展览开幕之际，特别感

谢各位参展的艺术家朋友。

（这是文化部党组成员、国

家 文 物 局 局 长 单 霁 翔 同 志 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主题艺术

展》画册所作序言，该展览将于

1 月 13 日至 19 日在中国美术馆

举办。）

老
街
美
在
画
图
中

单
霁
翔

据新华社消息 《南京市旧

区建筑色彩规划管理规定》近日

开始施行，规定南京旧区新建建

筑外立面色彩应与周边环境及既

有建筑色彩相协调，不得采用反

差较大的色彩，不得使用大面积

鲜艳的饱和色。

“旧区”是指主城内长江—大

桥南堡—京沪铁路—红山路—龙

蟠路—北安门北街—明城墙—中

山门—护城河—大明路—宁铜铁

路—中山南路—集合村路—凤台

路—秦淮河—长江围合的区域。

上述范围内，城市主干道两侧、重

点地区、敏感地区高度超过 24 米

的建筑新建或改造时，外立面色

彩应与周边环境及既有建筑色彩

相协调，不得使用大面积鲜艳的

饱和色，比如鲜红、柠檬黄、宝蓝、

翠绿等。

南京市规划局将对相关建筑

的外立面色彩进行规划控制和规

划审批，并将其纳入规划核实内

容。凡不符合规划审批确定的建

筑外立面色彩的建设项目，将不

予规划核实。

据了解，南京出台这一规定，

是为了规范旧区范围内建筑外立

面色彩，塑造和谐、有序的城市形

象，至于南京城市的整体色彩基

调或某个城区的整体色彩基调，

目前并没有强制规定。（张展鹏）

南京旧区新建筑禁用大面积鲜艳色

安昌古镇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有着 1000 多年历史，比较完善地保存了古吴越地区沿袭千百年来的

民俗风情。从 2011 年元旦起，古镇进入了最热闹的“腊月”季节。图为老街边挂满了当地百姓自制的腊肠、

腌鱼鮝等冬季古镇传统食品。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凤鸣街原貌 大半被拆毁的凤鸣街

本报讯 2011 年，由中央财

政投入 6 亿元的河北承德避暑山

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将正式拉开帷幕。作为承德历史

上 投 入 最 大 的 一 项 文 物 保 护 工

程，该项目有望极大地改善避暑

山庄及周围寺庙的保护现状，使

这 处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更 加 原 汁 原

味。为了给此项文保工程提供强

有力的技术保障，近日，由文物保

护、古建筑、园林、消防、科技保护

等领域的 31 位国内顶级专家组成

的专家组正式成立。

据介绍，此次避暑山庄及周

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是中央

财政有史以来投入最大的文物保

护工程，也是在“十一五”结束之年

和“十二五”期间实施的重点保护

工程，项目将在保持文物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组

织、高标准实施，大力改善避暑山

庄及周围寺庙的保护状况，排除安

全隐患，力争把这次工程做成精品

和亮点，使之成为今后国内文物保

护的示范工程。同时，采取借力和

合力的方式，聚集国内最有实力的

科技单位和专家，在文物保护尖端

技术上有新的突破。

河北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方表

示，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

化遗产保护工程项目不仅是过去

文物保护工作的延续，更是面临

新形势、新任务的一次新的重大

行动。专家组的成立是承德避暑

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

程推进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

保护项目工程进入实质阶段的标

志，将为科学推进保护工程项目

的实施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强避暑

山庄及周围寺庙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2010 年 8 月 8 日至 9 日，由

国家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国家

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带队，中宣部、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化

部、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领导和专

家齐聚承德，就避暑山庄及周围

寺庙保护工作召开现场办公会，

共同研究探讨“十二五”期间承德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保护工作的思

路和主要任务，并提出国家将投资

6亿元用于保护修缮避暑山庄及周

围寺庙。这也标志着避暑山庄及

周围寺庙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修

缮保护工程。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始建于

1703 年，历时 89 年建成，是全国

首 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 年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党

中央、国务院对承德文物保护工

作 一 直 非 常 重 视 。 从 1976 年 到

2005 年，国家先后实施了 3 个十年

整 修 规 划，到 目 前，累 计 投 入 达

7600 多万元。承德市在经济欠发

达、可用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

已累计投入 56 亿多元，其中，用于

文物本体保护 2 亿多元，用于外围

环境整治 54 亿多元。

由于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体

量庞大，保护投入历史欠账较多，

致使一些古建筑损毁日益严重，

文物古迹消防设施严重老化，馆

藏 文 物、壁 画、石 质 文 物 亟 待 抢

救，园 林 保 护、基 址 保 护 亟 待 加

强。为此，承德市在“十二五”规

划中谋划了 8 类 84 个遗产保护抢

修项目，总投资 95.64 亿元。

2010 年曾两次到承德考察的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表示，避

暑山庄和外八庙是承德发展的根

与魂，是承德经济社会发展得天

独厚的资源优势，它的保护好坏

决定了承德城市文化的定位和发

展方向。

目前，此项工程的修缮保护

规划和方案正在紧张有序的编制

中，全部工程将力争在 3 年内完

成。今后随着文保工程的推进，

承德市将统筹避暑山庄及周围寺

庙文物保护、文化建设和整个城

市 的 发 展，在 尊 重 科 学、尊 重 历

史、尊 重 文 化、尊 重 民 意 的 基 础

上，真正使承德老城区重现清朝

的盛世风貌。 （陈宝云）

中央财政投入6亿元保护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修缮工程正在紧张施工。 李建成 摄

据新华社消息 “桃花坞里

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500 年

前唐寅在“桃花别业”中写下的诗

句展现出诗意与悠然自得。近

日，江苏苏州《桃花坞历史片区文

物保护专项规划》初稿完成，根据

规划，到 2015 年苏州桃花坞将完

成保护整治，重现 500 年前唐寅笔

下“桃花别业”的神韵。

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唐

寅，字伯虎，别号六如居士、桃花

庵主。据史载，唐寅 36 岁时在苏

州平门内筑“桃花别业”，署额“桃

花坞”，后半生就定居于此，他一

生的主要艺术成果亦创作于此。

目前，苏州桃花坞历史文化片区

文物遗存丰富，共有各级各类文

物遗存 432 处。这些文物遗存以

古建筑和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为

主，涵盖城垣城楼、宅第民居、坛

庙祠堂、店铺作坊、苑囿园林、桥

涵码头、池塘井泉、金融商贸建

筑、中华老字号等多种类型。

据悉，此次《桃花坞历史文化

片区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的编制以

保护桃花坞片区文物遗存风貌和

空间格局为原则，充分考虑文物

遗存现状和可操作性，各文物遗

存建筑按保护建筑、保留建筑、整

治建筑三大类进行整治保护。《桃

花坞历史文化片区文物保护专项

规划》将分三期实施：第一期计划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6 月实施，以

“唐寅文化”“泰伯文化”为核心，围

绕桃花坞大街，以唐寅故居遗址和

唐寅祠的维修保护、周边环境整治

工程、泰伯庙修缮整治保护工程

3 个节点为核心，打造片区亮点。

第二期计划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12 月实施，包括桃花坞片区东、西

中市以北，涉及文物遗存 274 处。

第三期计划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月实施，涉及桃花坞片区西中市

以南的文物遗存 136 处。（蒋 芳）

苏州桃花坞将重现“桃花别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