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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老城区保护纳入城市整体发展战略，精心保护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彰显
城市特色，同时有机融入现代生活，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保护加发展 老城添活力

站在半山腰上望去，一座座低矮的红瓦屋

排列整齐。走进其中，只见红褐色的石州瓦深

浅不一，与红色的窗棂、木门相映成趣。这是

日本冈山县高梁市吹屋地区，一座历经沧桑、

充满风情的古城。

日本很重视古城保护，不仅京都、奈良等

城市，一些有历史传统的小城镇也完好地保存

下来。历史上，吹屋地区附近发现了著名铜矿

和硫化铁矿，硫化物可以用来制成铁丹（一种

胭脂红色的颜料），这里因铜而兴、因颜料而

富。从事矿山和铁丹生意的富商们建造了数

百座房屋，建筑风格虽然不一，但红色成为共

同的基调。后来，铜矿和铁丹产业渐渐衰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铁丹产业停产、铜矿山关

闭，吹屋地区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庆幸的是，吹屋古城被完好地保留下来。

“最开始都是由房屋所有者保存。后来政府认

识到古城区的历史意义，开始推进保护与改

造。”吹屋故乡村村长户田诚向记者介绍，吹屋

地区面积为 6.4 公顷，1974 年被冈山县政府认

定为故乡村，随后被日本文化厅认定为重要传

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2020 年 6 月再次被日本

文化厅认定为日本遗产。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城，当地居民在 1978 年

成立了吹屋城区保存会，专门负责古城房屋修

缮、保护和景观维护工作。“修缮工作分轻重缓

急，有人居住的房子、危险系数大的房子优先修

理。”兼任吹屋城区保存会副会长的户田诚介绍

说，房主只需负担一成修理费用，其余九成由政

府负担。由于经费有限，吹屋城区保存会每年

要召开三四次会议，决定先修哪些房子。

“有效利用是保护古城的最好方法。我们

在修理每座房屋前，都会考虑如何有效使用。”

户田诚表示。吹屋小学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

木制校舍，被列为冈山县重要文化遗产。2012
年，吹屋小学由于学生减少而关闭。此后，政

府 对 其 教 学 楼 进 行 了 精 心 修 复 ，预 计 将 在

2022 年作为文化展览设施对公众开放。

近年来，吹屋城区的不少古建筑因无人居

住成为空房，如何保护并利用这些空房成为当

地政府和民众关心的事。发展旅游产业成为

古城重新焕发活力的一种方式。

一方面，不断完善饮食、住宿、交通等基础

设施，为游客提供便利。几年前，高梁市政府

斥资 3000 万日元（约合 188 万元人民币）对一

座古建筑进行修缮，并作为旅馆使用。修缮工

作采用外旧内新的方式，即在保留外观的前提

下进行外部加固和内部翻新。修缮后的房屋，

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代生活设施，居住

体验大大提升。此外，吹屋地区还专门设置了

旅游服务中心，为游客提供详细的信息咨询和

导游讲解服务。

另一方面，注重保留古城原有外观与历史

价值。这里没有因为成为旅游地而过度商业

化，见不到广告牌、霓虹灯，古民居也没有被改

造成酒吧和饭馆。街道两旁的铁丹作坊、矿工

酒馆、传统药房、料理屋、服装店、杂货铺虽已不

再营业，却仍然保持着 19 世纪的风貌。路面是

用特殊工艺建成的石子路，既平整又多了一丝

古韵。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还复原了 320米长

的矿山坑道。

现在，冈山县还通过线上和线下等多种

方式积极推介吹屋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现在

吹屋城区每年有十几万的游客，希望有更多

人来这里旅游，享受自然，感受历史传统。”户

田诚说。 （本报东京电）

日本吹屋地区——

有效利用是最好的保护
本报驻日本记者 刘军国

漫步在巴黎塞纳河畔，鳞次栉比的古典建

筑让游客流连忘返。登上西岱岛东侧，绕过河

边二手书商的摊位，再穿过几条细窄古旧的小

路，正在维修中的巴黎圣母院便映入眼帘。教

堂广场人流如织，周边古色古香的咖啡馆、酒

馆，让人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多世纪前。

得 益 于 完 善 的 法 律 和“ 护 旧 ”的 改 造 理

念，法国很多老城区和塞纳河畔一样，在岁月

长河中保护和发展齐头并进，实现了历史美

感和现代生活的完美融合。

现在的巴黎经历过两次大规模改造。一

次发生在 19 世纪中叶，这次改造基本奠定了

巴黎今天的城市格局，但对一些历史建筑和

城市风貌造成了一定破坏。第二次改造始于

上世纪 60 年代，为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空间

需求，巴黎市政府成立了“地区规划整顿委员

会”，决定在注重历史文化保护的同时，进行

大规模城市建设。

以塞纳河畔历史建筑群为例，按照规划

方案，旧城区的历史文化风貌不能受到损害，

因 为“这 承 载 着 法 兰 西 的 历 史 和 文 化 ”。 为

此，规划部门没有拆除旧建筑，而是沿香榭丽

舍大街“西移”，在近郊拉德芳斯建设新商务

区。如今，被誉为“巴黎曼哈顿”的拉德芳斯

新区集中了巴黎大区最多的摩天大楼，拥有

上千家企业。该区的标志性建筑大拱门与凯

旋门、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同处一条中轴

线，彼此遥相呼应，巴黎的现代和历史相映成

辉。被“细心保护”的塞纳河畔建筑群在 1991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是对巴黎人“护旧”的直接肯定。

在 巴 黎 历 史 遗 产 基 金 会 负 责 人 若 弗 鲁

瓦·沙马斯看来，法国老城保护的推进离不开

完善的法律法规。1840 年，法国率先颁布了

《历史性建筑法案》。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又

陆续推出了其他法律。其中，1962 年的《马尔

罗法》与 1973 年的《城市规划法》一起构成法

国历史建筑与历史街区保护工作中最重要的

法律防线。

《马尔罗法》不仅明确了政府部门和房屋

所有人的权利和义务，还首次形成“保护区”

概念，对成片的区域进行全面保护。位于塞

纳河右岸的“玛莱历史风貌重点保护区”是法

国建立的第一个保护区。按照法律规定，保

护区内设立“保护区国家委员会”，由文化部

认定和委派的国家建筑和规划师对建筑按照

整体思路进行保护与修缮。

法国文化部是负责老城区城市规划以及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除国家

级历史建筑、景观地、保护区的管理权归中央

政府外，其他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均由地

方政府管理。每个行政区政府都设置文化事

务部，并设有建筑处、文物管理处等具体执行

机构。如此细化的管理和保护机制，为老城

区历史文化保护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便利。

现在，巴黎正探索打造“古老与活力并重”

的老城区。2019 年巴黎市政府推出了“改变塞

纳河面貌”项目的大型招标活动，吸纳了包括

城市艺术中心、水上游乐园、品酒坊等多个在

年轻人中颇具人气的项目，希望借此为塞纳河

畔增添更多现代化设施和娱乐场所。“保护和

发展是巴黎现代化建设的‘两条腿’，政府会在

保护的基础上，推出融合文化和商业价值的项

目，使巴黎在保持历史风貌的同时，不失浓郁

的时代气息。”沙马斯说。

（本报巴黎电）

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现代和历史相映成辉
本报驻法国记者 刘玲玲

城 市 文 脉 是 城 市 演 进 过

程 中 形 成 的 特 有 历 史 文 化 印

记 ，是 城 市 气 质 的 重 要 体 现 。

延续好城市文脉，有利于营造

特 色 人 文 空 间 、塑 造 城 市 品

牌、增强城市软实力。城市更

新 是 将 已 经 无 法 满 足 当 前 及

未 来 需 求 的 城 市 功 能 空 间 作

必 要 的 、有 规 划 的 改 建 ，是 城

市发展过程中正常的“新陈代

谢”。在城市更新中延续好城

市文脉，是城镇化进程中迫切

的时代课题，应妥善处理好以

下几个关系。

保 护 与 发 展 的 关 系 。 城

市发展中的“大拆大建”、盲目

扩张，不仅破坏具有重要历史

文化价值的建筑和街区，还破

坏 原 有 的 生 产 生 活 状 态 。 在

城 市 更 新 中 挖 掘 原 有 遗 址 的

新功能，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南

岸 地 区 提 供 了 一 种 兼 具 保 护

和发展的思路：河岸火电厂设

计 改 造 成 著 名 的 泰 德 现 代 美

术馆，一些废弃的工厂被改造

为文创空间，引入大量文创企

业，该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国际

著名文化艺术中心，实现了从

老 旧 工 业 区 向 综 合 文 创 集 聚

区的转型。

共 性 和 个 性 的 关 系 。 城

市 建 设 应 尊 重 城 市 独 特 的 文

化资源禀赋，形成独特的城市

品牌，让人直观感知并铭记城

市 的 人 文 特 征 。 美 国 新 墨 西

哥 州 首 府 圣 达 菲 具 有 浓 郁 的

印第安和墨西哥风情，为了保护特色的土坯建筑，政

府规定城市建筑需采用泥草墙和木质结构等墨西哥

风 格 元 素 ，确 保 城 市 风 貌 不 被 钢 筋 水 泥 建 筑 所 淹

没。荷兰鹿特丹南部岬角港区在城市更新中注重利

用滨水景观，港口的老旧建筑被改造成餐饮、娱乐、

办公等场所时，要以融于滨水文化为前提，这不仅拓

展了港区的功能，还保留了极具个性的城市文脉。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西方

国家倾向于引入社会资本提供城市公共产品，政府

的主要职能是空间范围划定、各方利益协调和规划

方案审定等。以英国为例，城市更新逐步发展成以

市场为主导，政府、企业、民众参与其中，城市历史文

化保护效率明显提升。如今，曼彻斯特、利物浦等老

工 业 城 市 的 历 史 文 化 风 貌 都 得 到 了 较 好 的 保 护 和

传承。

文化保护和居民生活的关系。老城区首先是居

民生活的聚集地，应尊重和采纳民意，有效协调各居

住 群 体 利 益 。 意 大 利 的“ 整 体 性 保 护 ”原 则 值 得 借

鉴。这一原则要求不仅保护有文化价值的古建筑和

古城区，还要保护居住于此的居民，使其原有生产生

活 状 态 不 受 影 响 。 老 城 不 是 被“ 圈 禁 ”起 来 供 人 欣

赏，而是继续发挥实际功能，让居民在此继续安居乐

业，从而使文化保护和正常生活紧密地融为一体。

城市文脉犹如城市的固体记忆，在历史风尘中留

下无数沧桑故事，续写着城市的编年史。在城市更

新中延续城市文脉，让传统和现代融合发展，让城市

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未来城市实验室副

主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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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城的老城区被称为“历史中心”，以

宪法广场为中心向外辐射，拥有众多具有历史

价 值 的 建 筑 ，1987 年 被 列 入 世 界 遗 产 名 录 。

阿兹特克文明、西班牙文明和现代文明在老城

交汇，每年吸引无数游客到访。音乐会、艺术

展、书展等文化活动轮番上演，让老城区不断

焕发生机。

“你无法想象在历史中心生活是多么美

妙 ！ 各 类 节 日 盛 会 都 在 这 里 举 行 ，美 轮 美

奂。”维克多·萨巴拉是历史中心的文化活动

发起人，他一家 4 口在这里过着便捷的生活：

孩子们走几个街区就到学校；骑自行车半小

时内能到达街区各个角落；公共交通四通八

达；餐馆、酒吧、商店、博物馆、文化设施等应

有尽有。

今天活力满满的老城也曾经历过起伏。

上世纪 50 年代起，由于房屋损坏、拆除以及土

地归属等问题，人们向外迁移，发展重心转向

城市其他地区。1985 年地震导致历史中心老

旧建筑严重损坏，进一步加速了老城的荒废。

数据显示，历史中心的居民数量从 19 世纪末

的 20 万减少到了 21 世纪初的 3.1 万。

为了让老城重现活力，墨西哥历史学家何

塞·伊图里亚加 1964 年提出第一个全面救援

计划。1980 年，墨西哥城政府将历史中心列

为遗产保护区，并分为中心 A 区和周边 B 区进

行治理。上世纪 90 年代，历史中心信托基金

会成立并致力于管理和协调各机构工作，促进

历史中心的恢复。

2001 年，墨西哥政府联合企业和公民组

织成立墨西哥城历史中心救援咨询委员会，提

出提高社会和经济福利、安全与公共服务保

障、修复历史建筑以及解决用水问题等四项计

划，鼓励居民回归老城区。“救援项目必须尊重

历史建筑的本来面貌，还应考虑居民的需求”，

时任总统福克斯表示要将历史中心打造成“城

市和旅游示范空间”。据统计，2000 年到 2012
年，近 34 公里的街道得到全面重建或修复，

13.7 万平方米的公园和广场得到翻新。

为保留老城原始布局和唤醒城市活力，

2011 年，墨西哥城历史中心管理局向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提交《2011—2016 年墨西哥城历

史 中 心 管 理 整 体 规 划》，即 第 一 个“ 六 年 规

划”。此后第二个“六年规划”也随之出台。两

个规划集纳了 1980 年以来的保护与建设经

验，试图创建新型管理模式，即将地方和联邦

政府、学术机构、企业、居民等纳入管理体系，

明确各方责任，并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 产 中 心 的 城 市 管 理 标 准 制 定 相 应 的 管 理

指标。

在整体的中长期规划下，老城修复工作持

续进行。2020 年，市政府联合联邦政府计划

投资约 5.5 亿比索（约合 1.8 亿元人民币），用于

历史中心的全面修复工程。9 月，市政府和墨

西哥国家文物局签订协议，决定修复在 2017
年地震中受损的 27 座建筑。

如今，经过久久为功地修复，历史中心的

各式建筑如同一幅历史长画徐徐展开。为了

尽可能发挥建筑的功效，一些闲置的办公建筑

被出售用作私人住宅，数百座损毁严重的建筑

在修整后作为民宅使用，老城人气也不断聚

集，焕发勃勃生机。正如墨西哥著名媒体人雅

各布·扎布鲁多夫斯基所说：“历史中心曾经荒

废而危险、人口稀少和问题重重，如今再次成

为所有墨西哥人的骄傲。”

（本报墨西哥城电）

墨西哥城历史中心——

长期规划推动持续修复
本报驻墨西哥记者 刘旭霞

图①：2020 年 10 月底，日本游客在吹屋地区欣赏保留完

好、充满情调的古街区。

本报记者 刘军国摄

图②：位于宪法广场北侧的墨西哥城主教堂始建于 1573
年，历时两个半世纪的建设而成，经过几次地震的洗礼和震后

修复，依旧闪耀着迷人的光辉。图为墨西哥城主教堂外景。

本报记者 刘旭霞摄

图③：法国巴黎塞纳河畔城市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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