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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孟 欣 李佳霖名 街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涉及部门多，又与

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在复查过程中，我们也发

现了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法规政策不完善、保

护程序不够合理；街区业态单一，旅游产品趋

于雷同，没有突出街区的历史文化特色；房屋

产权不清晰、闲置，有的基础设施存在安全隐

患；资金不足、居民安置困难等，这一系列问题

都会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发展产生制约

和影响。这也是目前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工作中的共性问题和难点。

针对这些问题和困惑，专家在复查中结合街

区保护实际，给予了积极的技术指导，并为街区

今后的保护、利用、发展把脉定位，使各地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工作者对街区保护的目的、意义、理

念、原则、技术方法等方面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

解和解读，从而更好地协调保护历史文化街区，

真正让百姓从中受益。

关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应以修旧如旧

为目的，将修复质量放在第一位，注重工精料实，

各街区要进一步加强在木雕、石雕等传统技艺

上的传承。要坚持遗产的真实性，包括遗产本

体的真实性和信息传递的真实性。同时，除了

文物以外，凡是老建筑都要明确其身份，包括老

店、古民宅、设施、铺地、桥梁及码头的一些痕迹

等，可将其公布为历史建筑。重要的文物需要

做规划来保护，有些文物点要实行挂牌保护，并

标出保护范围。另外，对于街区内的店铺，招

牌、建筑内部的修缮等都要加以控制，尤其在运

用砖雕、石雕、木雕等手工艺时，不能过度，只要

是原有的东西，都要留下来，尊重历史的原真性、

完整性和可识别性。

关于原住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居民是关

键。如果动迁将居民都搬走，不仅投入大、风险

大，还会造成社会矛盾，对文化传承极其不利。

老街应该是富有生命的，需要生存、变化、发展、

与时俱进，所以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

要尽量留住一些居民，特别是老居民，因为街上

要有人的生活，这是最基本的。

在老街居住多长时间可称为原住民，这个

概念很难界定，而且原住民的利益诉求也不尽

相同，但要关注社区的利益，对原住民的利益要

公平。关于搬走或是留下来，原住民都会有自

己的意愿，关键是搬走与留下来的利益要同样

得到尊重。不能强搬，也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

公房和文物，补助力度大一点，私房要有必要的

管理规则。

专家还认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的一个共同目的就是要改善民生，

改善老街居民的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如果将改

善民生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街区保护有效结合

起来，产生的效果就会更好。

关于资金。政府应广开思路，如可利用市

场的力量来周转。要弄清楚房子的产权，知道

私房有主。这项工作需要做比较详细的调查，

比如公房，不仅要确定房屋的主管单位，还要

对房屋的现状及将来的利用做详细的保护规

划 。 在 今 后 的 工 作 中 ，可 以 尝 试 依 托 市 场 来

拓 展 资 金 来 源 ，以 此 来 周 转 、维 护 一 些 项 目 ，

将 政 府 财 政 与 民 生 有 效 结 合 ，改 善 居 民 生 活

质 量 。 如 河 南 洛 阳 涧 西 工 业 遗 产 街 ，街 区 内

的“ 苏 援 式 建 筑 群 ”建 于 1953 年 ，街 区 内 有 几

个 街 坊 现 已 不 能 满 足 居 民 基 本 的 生 活 要 求 ，

急需保护修缮。居民大多数是企业无房户和

住 房 困 难 职 工 ，经 济 收 入 低 ，生 活 困 难 ，对 市

场供房无力购买，而修缮费用较高，政府也无

力承担，居民安置困难。那么，在产权清楚的

前提下，不同产权的房屋由谁来修，应明确相

关 责 任 和 维 修 权 限 。 建 议 当 地 政 府 、文 物 主

管 部 门 等 相 关 单 位 共 同 协 调 ，使 这 些 老 房 子

得 到 及 时、有效的修缮和保护，让当地百姓的

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关于历史文化的挖掘。遗产、历史建筑的

保护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历史建筑背后看不

见、摸不着的历史文脉。街区的历史文脉不能

断，要有根基文化。纵观当前保存较好的历史

文化街区，在古代都有昌盛时期，街区内的民

居院落、商号作坊、园林宅第等历史遗存，也都

具有独特的人文价值，要进一步挖掘建筑背后

的历史、故事，促进街区历史文化的传承。例

如可组织成立一个口述史工作小组，多花些时

间、人力，陆续深入到老街各家各户，聊聊老百

姓家中的历史故事；也可找专业摄影师，多拍

些照片，将现阶段还没有发生变化的生活场景

记录下来，为街区今后的保护、展示、利用、发展

积累素材。

关于消防安全。近年来，历史文化街区的

消防安全问题已成为保护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

一项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在安全问题上，街

区内的每一家店铺都要很谨慎，应采取一系列

必要的措施，如禁止在街区内吸烟，既保护环

境，又减少消防隐患。另外，除了店铺，在建筑

施工过程中，工人是否能够规范作业，施工的水

准，施工中采用的明火、碳氧枪、油漆等，这些都

有可能引发问题，如果有突发事件，应有充分的

应急措施。建议老街加强巡防、排查，及时反馈

安全隐患，在消防部门的帮助下，将街区安防工

作落实到位。

关于业态、旅游。首先，保护好历史文化街

区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发展旅游，更重要的是为

了传承文脉、造福百姓、提升整个街区乃至城市

的文化品位。要注意保持街区特征、保证生活

品质、传承历史文化、延续老街的生活。因此，

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业态上要注意把握

控制，避免出现过度商业化、奢侈化的现象。第

二，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的一部分，要把街区放

到城市整体的生活里去看待，可以设景区，但作

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街区的很多功能还是要

面向城市。在街区设景区，不能是封闭的。街

区不同于景区的一个特点是，街区不仅有游客，

还有老百姓居住。当地老百姓是历史文化遗产

的保护者和传承者，在发展旅游的同时，要让游

客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第三，为避免各地的

旅游纪念品趋于雷同，可优先挖掘具有当地特

色、历史文化内涵的产品，做出品牌，使其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使历史街区的特色文化得到更

好的传承。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修缮、利用、管理是

一项长期、系统而又艰巨的工程，需要政府、专

家、企业、民众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中国历

史文化名街”专家复查工作在对各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过程中遇到的困惑、疑难问题进行技术

指导的同时，提升了街区工作者、管理者对街区

保护利用、管理方法的认知，促进了历史街区保

护、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为各个历史文化街

区在保护利用中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第一届（2009年）

北京市国子监街

山西省平遥县南大街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央大街

江苏省苏州市平江路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老街

福建省福州市三坊七巷

山东省青岛市八大关

山东省青州市昭德古街

海南省海口市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八廓街

第二届（2010年）

江苏省无锡市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

重庆市沙坪坝区磁器口古镇历史文化街区

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文化名人街

江苏省扬州市东关街

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

江苏省苏州市山塘街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罗西亚大街

北京市烟袋斜街

福建省漳州市历史文化街区（漳州古街）

福建省泉州市中山路

第三届（2011年）

山西省祁县晋商老街

浙江省杭州市清河坊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渔梁街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工业遗产街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老街

上海市徐汇区武康路历史文化名街

广东省潮州市太平街义兴甲巷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店头街

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南诏古街

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翘街

第四届（2012年）

福建省厦门市中山路

四川省泸州市尧坝古街

西藏自治区江孜县加日郊老街

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古城老街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县高淳老街

山东省青岛市小鱼山文化名人街

浙江省临海市紫阳街

广东省深圳市中英街

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万安老街

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

第五届（2013年）

广东省广州市沙面街

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北路

河南省濮阳县古十字街

江西省铅山县河口明清古街

安徽省绩溪县龙川水街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镇斗门旧街

福建省石狮市永宁老街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松口古街

江苏省泰兴市黄桥老街

四川省大邑县新场古镇上下正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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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至三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专家复查综述

本报记者 李 月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推介活动自 2008年启动至今，

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经专家认真评审、反

复讨论，已评选出 50条历史建筑保存较好、历史底蕴深厚、文

物文化资源丰富的名街。“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推介活动

的探索与实践，有效地推动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事业的发

展，使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成效日益凸显，不少街区现已成

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街保护与发展的典范。

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保护与管理，国

家文物局于 2012 年 6 月对名街专家复查工作进行立项，并

委托“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推介活动组委会（中国文化报社）

实施完成。自 2013 年 7 月“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专家复查项

目启动至今，“名街”推介活动组委会组织评审专家团队对

前 3 届入选的 30 条名街进行了复查。通过专家实地复查、

技术指导、座谈交流、听取汇报、反馈建议等形式，深入了解

各街区在入选“名街”后的保护情况，专家们边走边了解，对

于各街区近年来在保护工作中的有益探索和实践给予充分

肯定，也对保护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困惑及今后的发展，提

出了积极宝贵的建议。

从复查情况来看，多地街巷入选“名街”之后，推动了当

地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高度重视，

加大了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投入、扶持和保护力度，如无锡清

名桥、苏州平江路等历史文化街区，入选“名街”后，围绕街

区的保护修复工作，在文化、商业、旅游等方面不断探索新

的发展模式，使街区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并取得了较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一些街区虽然变化不大，

但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如祁县晋商老街、

青州昭德古街自入选至今，始终严格按照“名街”评选标准

进行保护，较好地保护了街区的历史格局和建筑风貌。

为使历史文化名街保护工作逐渐制度化，一些街区在

入选“名街”后，专门成立了由政府主导的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管理机构，如海口骑楼老街、哈尔滨中央大街、天津五大

道、苏州山塘街、扬州东关街等历史文化街区，进一步明确

了相关部门的职责，形成了符合街区保护实际的有效机制；

一些街区为更好地保护街区的历史、建筑风貌，有序开展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管理办法的编制工作，对街区保护范

围、建筑面积等细节加以确定，将历史文化街区纳入法律保

护的范畴，为街区保护的各项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如福州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为确保街区保护修复工作有章可

循、有法可依，编制完成了《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

划》（修编）、《福州市三坊七巷、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

理办法》、《福州市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搬迁修复

保护办法》、《三坊七巷古建筑修缮导则》、《三坊七巷文物保

护管理细则》、《三坊七巷文物建筑保护修复技术规范》等一

系列规范性文件。同时，三坊七巷还将与周边的朱紫坊历

史文化街区、乌山、于山、乌塔、白塔等有机整合保护，形成

“两山两塔两街区”文化特区的概念，进一步彰显福州深厚

的文化底蕴，展现闽都的地域特色。

再如福建长汀店头街，为统筹安排街区保护工作，改善

居民生活环境，编制了《福建长汀店头街——五通街历史文

化街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店头街商、住户文明公约》，其中

《公约》中规定，各商、住户要严格按照“门前三包”的要求，保

持街区整洁，自觉保护公共设施，不得乱搭、乱建、破坏街区

整体风貌等。长汀县还出台了《长汀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

理规定》，对店头街保护范围内的文物古迹与历史建筑，在保

护、规划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并下发了《长汀县人民政府

关于对店头街实行交通、环境管制的通告》，划定了店头街管

制区域，确定交通管制时间及环境管制的主要内容，以文明、

整洁、畅通的良好环境，展现长汀店头街的历史风貌。

在历史建筑的保护上，一些街区正在积极探索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新途径，如海口

骑楼老街，对历史建筑采取分类保护的方式，依据历史建筑的历史、科学、艺术和人文价

值以及完好程度，将历史建筑按照一类历史建筑、二类历史建筑、三类历史建筑进行分类

保护，针对不同类别的历史建筑采取不同的保护办法；黄山屯溪老街在落实“百村千幢”

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的同时，积极对老街上的古民居进行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其中皖南

特委旧址、镇海桥在 2012 年被列入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老字号药铺“同德仁”在

2013 年被列入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青岛八大关历史文化街区则认真组织历史、规

划、建设等方面的专业人员，通过现场勘测、走访住户及单位、查阅档案等形式，对八大关

近代建筑进行全面普查，厘清了绝大部分文物建筑的建造年代、结构、建筑师、原业主等

原始数据，对重点建筑的艺术风格和人文脉络进行了考证，并与 222栋文物保护单位的使

用部门签订了文物安全责任书，确保了文物在利用的同时得到有效保护。

令人欣慰的是，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历史文化街区，尽管经济条件有限，但始终将保护

放在首位，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也没有破坏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建筑。如青州昭德

古街，入选 5 年来，其空间格局、街巷肌理、文保单位、历史建筑、传统民居等都没有大动，

就是为了保护街区的历史原貌；齐齐哈尔罗西亚大街，是中东铁路沿线俄罗斯建筑保存

最为完整、最集中、数量最多、最具特色的一条街道，和入选“名街”时相比变化不大，至今

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历史格局和风貌特色，已有百年的俄式建筑仍保存完好，并依旧发挥

着它的功能。在当地政府的积极保护下，昂昂溪中东铁路建筑群于 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

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专家技术指导，为街区发展把脉

将保护放在首位，探索保护利用新途径

入选“名街”，推动当地遗产保护

江苏省苏州市山塘街

山东省青岛市八大关浙江省杭州市清河坊西藏自治区江孜县加日郊老街 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南诏古街

北京市烟袋斜街

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万安老街江西省铅山县河口明清古街

广东省广州市沙面街

福建省福州市三坊七巷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