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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3 座文化地标的不同命运
郑晋鸣

土地财政，致文化遗产遭到“建设性破坏”
张 松

新疆库车鼓励社会力量认领历史建筑

近年来，旧城改造和地产开

发 给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带 来 巨 大 的

“建设性破坏”，而首当其冲的就

是那些“不可移动文物”。这里所

说的不可移动文物主要是指建筑

物、构筑物等与土地直接相关的

物件，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它们是

一类特殊的不动产，即具有历史

文化意义和公共产品属性的不动

产。这类文化遗产的形成和存在

与土地和环境的关系密切，土地

权属和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必

然会给它们带来相应的影响。因

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土地批

租出让，不仅使土地使用方式出

现巨大变化，而且直接或间接地

导致包括文物古迹、建筑群、历史

文化地区在内的城市历史环境或

者历史风貌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保

护重要的文物古迹创立了“文物

保护单位”这一针对不可移动文

物的保护制度，通过对“文物保护

单位”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对文物古迹及周边环境进

行保护管理。在计划经济时代，

土地使用的方式基本上为划拨，

开发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和冲

突相对较少。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快速推

进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尝试土地使用权

批租。1992 年起，上海等城市通

过简政放权和发挥市、区县两级

政府的积极性，加快了土地批租

的步伐。从此，土地成为了最大

的商品，尽管城市土地国有的所

有权关系并没有改变，但土地使

用权的市场化，带给地方政府巨

大的经济收益，成为经济发展的

巨大动力。而且，由于历史文化

地区所处的区位优势，往往又使

得其成为商业开发的“热土”，房

屋动迁和旧城改造成为地方政府

的工作重点，而旧城区范围内存

在的历史文化遗产往往就变成这

些房产开发者的眼中钉。时至今

日，如果说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

和项目开发商不懂得文化遗产的

价值，自然是讲不通的，多数情形

恐怕是，面对文化价值与经济利

益、长远目标与近期效益、整体利

益与局部效益时，他们往往会选

择后者。

事实上，土地的基本属性在

于它的资源属性和资产属性，任

何时候都不应该将土地看作能够

带来经济效益、可以用于经营城

市的投资资本。土地有生态、社

会、人文等多重功效，历史文化城

区具有自身的历史积淀和文化记

忆，也是人们的生活家园，形成了

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如果单纯

为了土地开发的经济效益，将历

史建筑全部拆除、原有居民彻底

动迁，把土地当成可以任意买卖

的商品，那么就会损失环境的公

共利益，丧失许多潜在的社会文

化价值。

在西方国家，土地多是私人

所有，但是如果一块土地因为历

史文化价值或者自然风光或者公

众利益需要保护、避免开发时，政

府会出钱把这块地买下来，譬如

欧洲的自然保护区、美国的国家

公园制度都是基于类似的道理产

生的。在法国，依据 1943 年制定

的《纪念物周边环境法》，一旦一

座建筑根据《历史纪念物法》列级

或登录保护后，对其周边环境的

保护即刻生效，在其半径 500 米范

围内的建设都将受到一定条件的

制约和控制管理。1993 年的《建

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规定

必须为建筑、城市和景观等遗产

保护区划定明确的范围，地方与

国家协作开展更大范围的区域性

遗产保护工作。截至 2005 年的数

据，在法国受到国家保护的文物

古迹和历史建筑共有 4.2 万处，而

至少有 3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范

围被划入文物建筑周围保护区，

这 个 面 积 占 到 法 国 国 土 面 积 的

6％，而在一些省份甚至能够达到

16%的比重。

有人也许会说欧洲国家地多

人少，有天赋优势，但在土地只有

我国国土的 1/36、人口大约为我

国人口 1/10 的日本，也有多项措

施保护历史文化遗产。1966 年，

在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日本为

了保护京都、奈良等历史文化名

城的历史风貌不受到现代开发的

破坏，专门制定了《关于位于古都

的历史风土保存的特别措施法》

（简称《古都保存法》）。依照该法

可以对京都、奈良等历史文化名

城制定历史风土保护规划，划定

“历史风土保存区域”和“历史风

土特别保存地区”。在历史风土

保存区域内，建筑物和其他工程

设施的新建、改建或扩建，宅基地

的建造、土地开垦以及其他土地

状态与性质的改变，木竹的采伐，

土石类的开采等建设行为需要得

到报批许可。在历史风土特别保

存地区，除以上规定外，建筑物及

其他工程设施的色彩变更、户外

广告的设置或张贴也要得到报批

许 可 。 若 有 违 反 相 关 条 款 规 定

者，可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 10 万日元的罚金；或是处以 6

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5 万日元

的罚金。

在保护范围内的利益相关者

受到损失时可以得到一定的经济

补偿，如果保护管理许可制度会

导 致 私 人 土 地 利 用 受 到 明 显 影

响，而所有者又提出了政府应征

购土地的申请时，可以将该土地

纳入征购对象。根据政令规定，

这样的土地征购所需的费用国家

应部分负担。此外，实施历史风

土保护规划所需的相关资金，在

国家财政允许范围内必须落实，

以努力促进规划的实施。以京都

市为例，目前已划定历史风土保

存区 14 处，占地面积合计 85.13 平

方公里；划定历史风土特别保存

地区 24 处，占地面积合计 28.61 平

方公里，而整个京都市域的面积

只有 827.90 平方公里。

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

的《城市紫线管理办法》虽有类似

的规定，但该办法属部门规章，约

束力极低，而且，针对违法行为并

没有制定像日本《古都保存法》中

那么严厉的处罚规定。所以在现

实生活中，对文物古迹和历史地

区 破 坏 的 局 势 依 然 没 有 彻 底 改

变。如果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和

历史街区所在的土地和环境的文

化价值得不到认同，公共资源属

性得不到保障的话，全社会保护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城乡历史环

境等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无法

实现。因此，需要尽快修订完善

《文物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和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为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和历

史街区的土地、环境保护制定严

格的管理规定，保护我们生活家

园的美丽景观和文化魅力，促进

城市建设真正做到全面、健康和

可持续发展。

在 城 市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热 潮

中，承载着城市文明的地标成了

最大受害者，有的被钢筋混凝土

湮没，有的改头换面成了商业噱

头。城市中的文化地标究竟还有

多少在发挥“余热”，它们的命运

将何去何从？

3座地标，3种命运

在古城江苏南京，有 3 座文化

地标，分别是：隐藏民间 600 年的

明朝瓮堂、幻化为《红楼梦》中“大

观园”的江宁织造府、民国鼎盛时

期的文化象征——大华大戏院。

关 于 瓮 堂 ，有 个 动 人 的 传

说。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

抽调大量民工修筑城墙，后得知

民工整日汗流成河，朱元璋决定

为民工修建澡堂，遂成瓮堂。瓮

堂的瓮形结构很是人性化，不仅

能聚气保暖，还能让水珠沿瓮壁

留下，不滴落到人们身上。美丽

的故事口口相传，瓮堂也沿用至

今。然而，连日来关于瓮堂要拆

除或修建博物馆的消息传遍南京

城，祖祖辈辈都在瓮堂洗澡的老

南京人心揪成一团，生怕哪天这

座古迹湮没在城市建设中。

与瓮堂的平凡亲民不同，江

宁织造府则是万众瞩目的宠儿。

自 1984 年考古专家发现其遗址以

来，重建江宁织造府的声音便不

绝于耳。2003 年，斥资 7 亿元的重

建项目确立；2004 年，两院院士、

建筑大师吴良镛确立复建方案，

亲自操刀设计；2009 年，江宁织造

府再造工程完工，但建成即进入

空关期；今年江宁织造府更名为

江宁织造博物馆，并于 2 月 7 日开

馆，春 节 期 间 对 公 众 免 费 开 放。

至此，这个历时 10 年、以保护江

宁织造府遗址为由的重建工程终

于竣工。

相比于这两座文化地标的或

拆或重建，大华大戏院则安稳不

少。1936 年总建筑面积 2500 平方

米、能容纳 1800 余名观众的大华

大戏院一建成就吸引众多商贾名

流亲临捧场，影院内 12 根大红柱

子 尽 显 恢 弘 气 派，空 调、真 皮 坐

椅尽显豪华，开业那天京剧大师

梅兰芳现场演出，半个南京城的

人跑来一睹其风采。到上世纪 90

年代，戏院因设施陈旧日益衰落，

但依然在使用。为恢复其风采，

2010 年 11 月，大华大戏院开始修

缮，今年 5 月，这一独具民国风情

的影院将重新开放使用。

是保护，还是毁灭

这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3座

文化地标，有着 3 种截然不同的

命 运，无 论 面 临 哪 种 命 运，都 是

为了保护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初

衷自然是好的，可保护的结果是

否顺人心意？

南 京 市 玄 武 区 相 关 负 责 人

说，目前对于瓮堂的处理，还没有

定论，虽然瓮堂所处地段确实属

于拆迁范围，但由于是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处理方式需要多部门

协商。“让瓮堂继续正常营业，才

算得上是保护，否则，就是破坏。”

76 岁的“老南京”潘仁胜说，瓮堂

的每块砖、每片瓦都有至少 600 年

的历史，一进瓮堂，漫漫 600 年的

历史变得触手可及。潘仁胜道出

了南京人的心声，让瓮堂继续沿

用下去才是真正的保护，若要拆

除或是改建成博物馆，那就好比

是把活历史打死了再制成标本，

这是对传统文化的逐渐毁灭，而

非保护。

说起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

承，斥资 7 亿元、耗时 10 年重建的

江宁织造府是否如愿传承了历史

文化？著名红学家、南京大学教

授吴新雷认为，重建江宁织造府

是件好事。“江宁织造府在历史上

意义重大，康熙 6 次下江南有 5 次

住 在 里 面，曹 雪 芹 出 生 在 这 里，

《红楼梦》中大观园原型就是江宁

织造府。现建成的江宁织造博物

馆内有江宁织造史料展、红楼梦

文学馆及云锦展，这是对传统文

化的传承，同时馆内的曹雪芹像

也代表了后人对这位伟大作家的

敬仰和纪念。”

然而，不少人也在质疑，投资

7 亿元重建的历史建筑物，究竟是

传承文化的载体，还是一个纯粹

的商业噱头？近日，一份江宁织

造博物馆招商公告在网上悄然传

开，公告中“项目定位：红楼文化

高端餐饮”格外扎眼，原本就有市

民直呼博物馆内有高楼大厦也有

园林庭院使得其不伦不类，现在

高端消费的招牌一打出，市民不

得不怀疑，这里商业味儿太浓，完

全遮盖了文化气息。

在 3 座地标中，对于大华大戏

院的一边保护一边利用是唯一让

政 府 、专 家 和 市 民 都 满 意 的 举

措 。 这 次 修 缮 将 大 华 大 戏 院 的

“前世”和“今生”完美糅合，前厅

开辟出电影资料室陈列历史，后

面的放映厅则按当下市场需求设

置了 9 个放映厅，1100 多个座位。

“大华恢复得好啊，在这里能感受

到民国风味，不知道有多少员工

在这里享受过青春的欢愉。”戏院

老员工孙维兴说。

保护不能“挂羊头卖狗肉”

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最

能体现城市特色和品位，如何保

护它们是城市建设中亟待解决的

难题。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裕兴认

为，原址保护能最大限度地避免

对历史建筑的伤害，是最好的保

护方式。所谓原址保护其实就是

在 原 址 上 兴 建 博 物 馆 。 周 裕 兴

说，以瓮堂为例，瓮堂规模小，保

护得又相对完整，因此很适合建

成博物馆加以保护。建成博物馆

后，瓮堂会停止运营，其内部设施

和整体构造就能避免受损。

而在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王德明看来，传下去才是最好的

保护。他认为，在瓮堂，人们可以

通 过 洗 澡 直 接 感 受 传 统 的 澡 文

化，并将这一文化传承下去，这正

是 当 下 营 业 中 瓮 堂 的 功 劳 。 同

样，如果将来江宁织造博物馆能

把南京博大精深的纺织文化推向

全国甚至世界，通过馆内的时装

发布厅吸引世界眼球，这不仅保

护了文化遗产，也发展了产业，一

箭双雕，值得提倡。

也有专家认为，文化遗产保

护的根本在于产生社会效益，没

有惠及民众的文保工作即便做得

再 好、措 施 再 周 密 也 是 失 败 的。

以不破坏文化遗产为前提，合理

利用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老百

姓接受文化教育才是其保护的最

佳方式。

虽然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观

点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那就是决不能“挂羊头卖狗肉”。

周裕兴说，保护应该做到修旧如

旧，如果以保护的名义对文化遗

存大兴土木，使得其只剩下一个

牌匾、一个躯壳，那么这样的保护

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破坏。

据新华社消息 近日，素有

“天下第一泉”美誉的山东济南趵

突泉地下水位保持在 28 米以上。

至此，趵突泉持续喷涌进入第十

个年头。

新春佳节，古城济南趵突泉

公园迎来客流高峰。无论趵突

泉、芙蓉泉、柳絮泉，还是漱玉泉，

清澈的泉水深处青蓝，浅处青翠，

池中锦鲤闲游，别有情趣。在核

心景点，趵突泉三股清泉日夜不

停，水声阵阵，吸引着八方游客。

趵突泉又叫槛泉，是泺水的

源头，泉水一年四季恒定在摄氏

18 左右。严冬，水面上水气袅袅、

薄雾冥冥，一边是泉池波光粼粼，

一边是亭台楼阁，构成了一幅奇

妙的画面。泉北三大殿院内有块

“双御碑”，记载着康熙、乾隆游趵

突泉的题词诗文。

泉水是济南的灵魂。为保持

趵突泉的持续喷涌，济南市采取了

回灌补源、人工降雨、引黄、节水等

措施。由于保泉措施得力，趵突泉

自 2003 年 9 月 6 日复涌以来，一直

没有停止喷涌，这是自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持续喷涌时间最长

的一个时期。 （吕福明）

据中国政府网 2 月 18 日公

布的消息，国务院 2 月 10 日正式

批复江苏省人民政府的请示，同

意将江苏省泰州市列为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泰州市成为我国

第 120 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江

苏省的名城总数达到了 11 个，是

拥有名城数量最多的省份。

国务院在对江苏省人民政

府《关于申报泰州市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的请示》的批复中认为：

“泰州市历史悠久，遗存丰富，街

区特色鲜明，文化底蕴丰厚，古城

传统格局和风貌保存完整，城市

历史地位突出。”“同意将泰州市

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泰州素有“汉唐古郡”“淮海

名 区 ”之 称 ，历 史 文 化 底 蕴 丰

厚。目前，该市共有文保单位数

十处，文物古迹 400 多处，其中包

括泰州城隍庙、姜堰天目山遗址、

泰州白马人民海军诞生地 3 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泰州市以

明代建筑、服饰、书画、墓葬、风土

民俗等为代表的明代历史遗存尤

为丰富，在全国城市中具有鲜明

特色，古城格局和街巷肌理比较

完整。重大水利工程为该市及周

边地区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并

从中衍生了盐商、盐税文化。

批复要求江苏省和泰州市

编制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划定历史

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

建筑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

带，制定严格的保护措施。批复

还要求，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的指导下，江苏省及泰州市要

编制好重要保护地段的详细规

划。在规划和建设中，要重视保

护古城风貌，注重古城环境整治

和历史建筑修缮，不得进行任何

与历史文化名城环境和风貌不

相协调的建设活动。

2009 年，《泰州市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办法》出台。在新一轮

城市总体规划中，该市确定了城

中、下坝、涵东、涵西 4 个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面积 22 公顷。

2012 年，该市的《文化名城

建设行动计划》中提出要“建成

1—2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加

强对海陵五巷-涵西、涵东、城中、

渔行水村，高港柴墟，姜堰北大

街，兴化金东门，泰兴黄桥古镇等

古民居、古街区的修缮保护，加快

实施“名地名人名街名居”工程。

至此，我国公布的国家历史

文 化 名 城 达 120 座 。 1982 年 、

1986 年和 1994 年，我国先后公

布 3 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累计

数量达 99 处。2001 年之后，又

陆续增补名城 22 处，其中 2007

年 3 月增补的海口市与 1994 年

公布的第三批名城琼山合并。

江苏省拥有的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数量增至 11 处，除泰州

外，还有南京、徐州、苏州、扬州、

镇江、常熟、宜兴、无锡、淮安、南

通。山东、四川、河南分别拥有 8

处名城，浙江、广东各 7 处，山西、

陕西各 6 处。

江
苏
泰
州
成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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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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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近日发布的春节假日旅游信

息通报显示，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三亚等39个重点旅游城市黄金

周接待游客7600万人次，同比增长15%。故宫、净月潭、曲阜三孔、博鳌

和玉龙雪山等33个重点景区，春节期间接待游客同比增长约20%。图

为游客在上海市闵行区七宝古镇游览。 新华社发（庄毅 摄）

本报讯 作为龟兹故里，面

对众多的历史建筑，新疆阿克苏

地区库车县一改传统的管理模

式，倡导社会力量认领历史建筑，

走出一条崭新的保护之路。

库车县古称龟兹，是丝绸之

路重镇，东西文化在这里交融。

特别是 2012 年被国务院批复命名

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后，库车县

加大了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力度。

目前，库车县已形成以老城建筑

为主体，突出维吾尔族风格，以古

民居、库车王府为看点，库车大

寺、热斯坦民俗风情街为支撑点

的民俗旅游环形区域。在这一区

域里，保存着大量的具有历史、艺

术、科学价值的木、砖、石等建筑

构件和建筑雕刻件。经过文物部

门大量的走访调查，库车县确定

历史建筑 105 处，其中年代最久的

有 120 年历史，最短的也有 80 年，

县级保护单位有 6 处。

面 对 如 此 庞 大 的 历 史 建 筑

群，仅靠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努

力显然是力不从心。经过充分论

证，库车县近日出台了《库车县历

史建筑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明确

了历史建筑的认养、认领与认购

保护办法，倡导利用民间资金参

与历史建筑的修缮和利用。认

养、认领与认购人可根据公布的

历史建筑名单，提出历史建筑保

护申请，经县名城办审查同意后，

与历史建筑所有权人签订认领协

议。历史建筑的认养、认领与认购

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加强管理”的工作原则，按照

“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保存、

延续历史建筑的真实历史信息。

库 车 县 文 物 局 有 关 人 士 介

绍，历史建筑的认养、认领与认

购，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对历史

建筑进行保护开发与利用，在对

历史建筑的维修中，尽量运用原

结构、原材料、原工艺，并注重与街

道、古树、院墙等周边环境风貌相

协调，鼓励有创意地为文化产业

发展拓宽新思路，或就地开办小

型博物馆、专题陈列馆、民俗馆等

特色文化项目。（王 瑟 胡秋香）

济南趵突泉连续十年喷涌

武汉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施行
本报讯 近日，被称为“史上

最严”的湖北省《武汉市历史文化

风貌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

例》（以 下 简 称《条 例》）正 式 施

行。今后，擅自拆毁优秀历史建

筑者，最高罚款 50 万元，当事人还

将被追责。《条例》规定，擅自迁

移、拆除优秀历史建筑的，除责令

限期恢复原状或采取其他补救措

施外，单位最高罚款 50 万元，个人

罚款 10 万元至 20 万元，构成犯罪

的，将被追究刑责；有关部门滥用

审批权限、不履职、违法不纠的，

责任人轻则处以行政处分，重则

依法追究刑责。

按照《条例》规定，被确定为

“优秀历史建筑”的条件是：建成

50 年以上，并能反映本市历史文

化和民俗传统、具有时代特色和

地域特色的，或在近现代发展史

上具有代表性或者纪念意义，或

建筑样式、结构、材料、施工工艺

和工程技术具有建筑艺术特色和

科学价值，或是著名建筑师的代

表作品，或是历史名人故居等。

建成不满 50 年，具有特别的历史、

科学、艺术价值或者具有非常重

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的建筑物、

构筑物，也可以作为优秀历史建

筑加以保护。 （褚 建）

游人如织的南京江宁织造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