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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要 敬 畏 历 史 、敬 畏

文 化 、敬 畏 生 态 ，全 面

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与

国 家 文 化 安 全 紧 密 相

关 。 全 面 保 护 好 我 们

的历史文化遗产，真正

守 护 住 我 们 民 族 文 化

的根，是我们的使命和

职责。

既 要 保 护 物 质 性

的文物、建筑以及完整

景观，还要传承非物质

的传统工艺、民俗风情、

社区活动等传统生活方

式。为恢复古城风貌，

河北正定统筹考虑古城

范围与周边区域，“登得

上城楼，望得见古塔，记

得 住 乡 愁 ”成 为 现 实 。

为不伤害“三面云山一

面城”的西湖景观，杭州

转移开发重心，在钱塘

江两侧建起新城，实现

梁思成先生当年提出的

历 史 性 城 市 要 保 护 老

城、建设新城，两者相映

成辉的主张。为重现传

统民俗生活，福州三坊

七巷引入多项民间手工

艺，推动老字号回归，举

办 节 庆 活 动 …… 正 是

这些全方位的努力，保

存了历史和文脉。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保

护，要注重人居环境改

善 ，两 者 其 实 并 不 矛

盾。西安大明宫国家遗

址公园的建设，搬迁了

10 万户人家，合理安置

使他们过上更美好的生

活。近年来，北京推动

文物腾退修缮利用，结

合绿色生态修复等多项

措施，“老胡同新生活”

的宜居社区让人们幸福

感倍增。事实证明，将

改 善 民 生 作 为 优 先 事

项，保护会更有温度。

要注重文明传承、

文化延续，以“绣花”功

夫 做 微 改 造 。 广 州 永

庆坊是其中典范，修旧

如旧，新旧共融。又如

南京小西湖历史地段，小规模、渐进式建设地

下微管廊，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当地的市政

服务和维修问题。改造后的历史街区，增加

了公共开放空间，补足了配套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的短板。

无 微 不 至 的 守 护 ，需 要 每 一 个 人 的 力

量。以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为例，其本身

带有很强的社区治理属性，因此，“共建、共

治、共享”成为各地普遍倡导的治理模式。厦

门建立“共同缔造”工作坊，组织居民、媒体、

专家等共同参与历史街区保护工作。重庆成

立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队，每人“认养”一件

文物，时常巡查。一些地方还探索建立特色

化激励机制。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

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这是

规划建设各环节皆应遵循的原则。在做好保

护的前提下，还应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

挖掘和传播，更好服务公众。一些历史建筑

包括工业遗产重新融入现代生产生活，一些

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成为促

进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的亮点。保护是为了

延 长 物 质 寿 命 ，合 理 利 用 则 赋 予 其 活 态 生

命。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绽

放光彩，同样是“守护”一词的题中应有之义。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中华文明

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

在世代传承与发展的漫长岁月里积淀下丰

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每一代人都肩负着继往

开来的使命。让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

发展、技术进步更紧密地结合，将遗产价值

最大化地传播，融入当下美好生活，需要我

们持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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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古城是古县城的典型代表，南大街作为

古城中轴线，一直是古城最繁华的闹市。商业的

隆盛，使其成为晋商的主要发源地和清朝中晚期

全国的金融中心。可以说，首批“中国历史文化

名街”之一的平遥古城南大街，既是平遥古城对

外开放的一个亮点，也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一

个重点。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南大街登记

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共 23 处，有 1 处国保单位、1
处市保单位、3 处县保单位。

规划先行是南大街乃至古城保护的鲜明特

点。前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有关单位做过规

划；此后多年实践中，同济大学、山西省城乡规划

设计研究院等专业团队一直在指导相关工作。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也为当地

培养了一批专业保护队伍，承担古建筑的定期保

养维护，应对包括突发险情在内的抢险修缮。

南大街是活的古街，居民一直在这里生活，

因此不可能采用博物馆式的保护模式。作为游

客较为集中的街区，人口的增加与承载量、服务

质量的矛盾越发突出。地方政府下了很大决心，

不断整治交通秩序，并通过基础设施的提升改造

来保证居民的生活生产需求。改造前首先进行

考古勘探，有关方案经过建设部门和文物部门共

同审批，监督贯穿施工全过程。经过改造提升，

现在，南大街周边区域居民的现代化生活需求基

本得到满足，也守住了文物安全的底线。

我们对南大街的保护，以原真性保护为主要

目标，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根据功能

变更，内部装饰和格局方面可予以适度调整，但

要满足“可逆性”原则。不大拆大建，通过改造让

南大街整体环境和谐一致。有些原始的设施功

能与现有需求不匹配，则通过更新来满足城市发

展的需求。同时，对一些老民居开展系统性的入

户摸排调查，向公众宣讲文物价值与保护理念，

使大家的保护意识有了很大提升。

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更

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发展来延续晋

商文化的影响，是传承发展的关键。南大街商业

商铺遗存丰富，我们尽量延续街巷铺面的原有功

能，与非遗传承相结合，与旅游相结合，与民众的

生活需求相结合。比如平遥的黄酒、漆器、牛肉

等制作工艺，都得到了传承。

保护文物周边环境与保护文物本体同样重

要。2021 年 10 月，山西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的

最强秋汛，平遥古城一些文物建筑在长时间雨水

浸泡后出现垮塌。幸而相关部门应急得力，没有

造成重大损失。山西省正在委托专门机构编制

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同时着手成立相应基金会，

动员社会人士支持保护工作，满足文物保护资金

的需求。

如今，南大街呈现的不仅是明清商业一条

街，而且是它从昔日繁华走进当代的全过程。我

们要保护的是历史延续性，不是定格在某个时

代。古城古街不是简单的一个壳，只有人们世代

居住于此，传承延续当地传统文化，有烟火气，古

街才有生机。 （本报记者郑洋洋采访整理）

平遥古城南大街——

烟火气让古街有生机
任毅敏（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院长）

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省嘉峪关

考察时强调，要做好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

产传承保护工作，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北京冬奥会期间，河北崇礼冬奥会场馆内的

长城遗存向世界展示中国长城的保护成果。这

段长城为明代建造，块石垒筑，历经岁月侵蚀，曾

坍塌为一条石垄。现在以古遗址遗存形态为主、

一块新材料也不增加，使其呈现长城原本的历史

沧桑感。

我国境内保存历代长城总长度 2 万余公里，

墙体、烽火台、城堡等各类长城遗产超过 4 万处。

长城建造年代自春秋战国至明清延续 2000 余年，

记载了国家社会发展的诸多重要历史事件，也反

映了不同时代的建造技艺水平。长城延绵中国

整个北部地区东西达 5000 余公里，自黑龙江到淮

河分布近 3000 公里，具有丰富的多样性特征。长

城以多个单元、多重纵深、组团式与纵深式相结

合的类型，构成军事防御体系，就地取材，虽以

土、石、植物为基本材料，却衍生出土坯、土石、土

草、砖石、砖草等多种材料变体和组合，涵盖夯

筑、堆筑、坯筑、砌筑等不同的建构方式。长城分

布于北方地区农牧交错带，借用河谷山川多类型

自然地貌，将人工构筑防御工事与自然屏障完美

组合，成就了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

随着社会发展，长城沿线各地对长城开放利

用的需求越发迫切。但无论保护还是开放利用，

长城本体的安全始终是基础。经过多年探索，“保

护第一”“价值优先，整体保护”的理念已成社会共

识，“最小干预”“适宜性”技术理念也已见成效。

清楚认识长城现存的真实状态，才能够在保

护中保存长城遗产的真实感染力。今天的长城已

不再具有修建之初的军事防御功能，人们为什么

依然热爱它？是它真实又沧桑壮美的物质存在，

唤起了人们与过往的联系，这即是长城的存在意

义。真实的历史遗存，展示着岁月留下的斑驳痕

迹，其与广袤大地的依存关系述说着历史故事。

长城保护工程逐步走向传统工匠精神与现

代科学技术结合的新道路。近些年，北京箭扣长

城、河北喜峰口长城保护工程和北京长城抢险工

程抢救了一批濒危塌毁的明代砖石长城点段。

这些工程改变了维修的方式，以排除险情、最小

扰动为原则，特别是将研究性工作渗入保护工程

全周期，探索了适合不同材质、不同环境、不同病

害的长城排险工程方法。其中，考古清理工作前

期介入、全过程数字化跟踪纠正过度干扰、保护

环境和珍稀物种、传统材料与加固材料的检测试

验、随形就势等方面经验，得到逐步推广。

长城保护工作采用适宜的技术方法，经常维

护而不是过多干预，更妥善和精心保留这些真实

的历史信息。从遗产“真实性”保存角度出发，只

要没有险情，大部分长城段落可以不扰动。日常

维护和巡查正逐步成为长城保护的常态，有计划

地对长城墙体可能发生破坏的部位小修小补，不

仅最大程度保护了长城历史信息，同时节约了大

规模维修的资金。

近年来，党中央统一部署，国家文物局会同

长城沿线地方政府持续推进长城资源调查、长城

考古、长城维修、长城文化价值发掘与展示、长城

保护法规标准制定、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全

方位的探索与实践，长城保护及开放利用有了更

完善的保障与支撑。长城保护是让文物说话、让

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案例。

长城——

保护遗产的真实感染力
汤羽扬（北京建筑大学教授）

底蕴深厚的古建老宅，像珍珠般散落在苏州

古城的大街小巷。岁月淘洗之下，一座座古建老

宅因居住人口多、管理难度大等复杂原因，留下

累累伤痕。因此，苏州的古建老宅保护修缮一直

没有停止过。苏州文旅集团成立了古城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我应聘成为公司的一名项目经理。

潘祖荫故居是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这座

位于南石子街的古建老宅有 210 多年历史，是苏

州典型的清代大宅。故居的东花园和船舫已毁，

在天井有违章搭建，一些建筑构件糟朽。

由于历史缘故，古宅的土地权属、房屋性质、

管理关系错综复杂，保护和利用需要先梳理清楚

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和相关法律。我钻研了文物

古建保护的法律法规，梳理出项目涉及的大大小

小各部门的多个审批环节，用 4 个月时间形成系

统化建议方案提交上级研究，最终被采纳。

2012 年，苏州制定《苏州市区古建老宅保护

修缮工程实施意见》，对房屋权属关系的处理、土

地的政策、税费等予以确定，明确了历史古建修

缮开发的政策新路径，破解了诸多障碍，为古建

老宅的保护工作奠定了政策基础。

政策出台了，机制理顺了，仅仅是走出第一

步。修复古宅是一件浩大的工程。设计、组织、

施工，都得用上“绣花功夫”。

2018 年，我们主导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

顾廷龙的故居修缮。这个“大杂院”改建严重、结

构破损，门窗被毁现象随处可见，几乎是“病入膏

肓”，要让它“延年益寿”，就得找出全部“病灶”。

我们花了整整两个月详细勘察，仔细研究遗留下

来的砖雕门楼、屋架、楼厅、石刻、砖刻门匾、用料

形制、工艺技术，并绘制成厚厚的勘测及修缮设计

图纸。为确保修缮好的顾宅是“原汁原味”的，我

们专程去北京拜访顾廷龙的儿子——国家最高科

技奖得主顾诵芬院士，咨询和了解故居历史。修

缮时，我们本着对建筑的温情，最大限度保留原有

构件和历史信息，在施工过程中采取“可逆性”方

法，对历史及艺术价值高的雕刻尽可能少地干

预。为找到一块合适的太湖石，我们几乎跑遍周

边的石材基地；为找到一棵能匹配古宅“气质”的

桂花树，我们接连十几天都往苗圃市场跑……

经过 3 年多的“精工细作”，一代名宅在历经

沧桑之后焕然新生。步入修缮好的顾宅之中，一

步一景，纵横交错的曲折游廊里，飞檐出甍，流檐

翘角，悠长的巷弄，清澈可见的“顾衙复泉”，重檐

层叠的楼厅里，顾廷龙手书的篆体楹联在百年老

桂的映衬下，散发出浓郁的书香底蕴……

十余年来，我们在苏州古城区参与抢救性保

护利用的文物历史建筑有数十处。放在苏州全

市范围来说，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2019 年，姑

苏区开展首次保护对象普查工作，全方位摸清各

类保护对象底数，并建立综合性管理展示信息平

台，实现了保护对象“一张图”展示。2020 年，江

苏苏州文物建筑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2021 年 7 月，苏州发布了“苏州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提升总体方案和 11 个专题工作方

案”，涵盖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平江片区古城保护

示范工程、历史河道恢复、文化场馆建设和文物

资源保护利用等方面。文物古建保护需要久久

为功、绵绵用力，对于我们这些参与者来说，任重

道远。 （本报记者王伟健采访整理）

苏州——

古建修缮善用“绣花功夫”
殷 铭（苏州市园林古建技术专家）

▲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隆兴寺景区。 武志伟摄（人民视觉）

◀安徽黄山市黟县宏村景区。 吴寿宜摄（人民视觉）

▶游客在福建福州市南后街参观福州油纸伞。 林善传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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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文化遗产绽放新的光彩

▼浙江杭州西湖美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