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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

工作时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

惜 自 己 的 生 命 一 样 保 护 好 城 市 历 史 文 化 遗

产。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

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

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要本着对历史负责、

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

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

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2022 年 3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江西九江市

为第 141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与 180 多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一起，

构成了中国历史城市风貌与底蕴的主调。如

何保护历史城市、传承城市文化，一直以来是

社会关注的焦点。国际上形成的一些城市遗

产保护的方法、理念对我国历史城市的保护与

传承产生了影响。然而，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与西方文明有着很大不同，加之我国人口众

多、分布不均，决定了我国的城市遗产保护现

状 、保 护 对 象 和 保 护 方 法 ，与 西 方 有 很 大 差

异。通过实践探索，近十年来逐渐形成了历史

城市保护与传承的中国模式，“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成为共识。

整体保护才能传承历史文脉

始建于 1600 多年前的河北正定古城，按照

《正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实施了系统的

风貌提升和民生改善工程，其中包括阳和楼、

城垣和隆兴寺等一批重要遗产保护与活化项

目。数十米高的正定南城门、扇形的瓮城、月

牙式的月城，城内的隆兴寺、开元寺、临济寺、

广惠寺、天宁寺等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与人们和谐相处。在正定，没有大拆大建，没

有为建古城而迁走老居民，古城的历史与重现

的活力相得益彰。

2014 年，用时 11 年探索编制完成的《广州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获得批复。这是一个

将城市遗产保护“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的

保护规划。广州市域的管辖范围超过 7000 平

方公里。保护人员将它的自然山水、文化景

观、城市形态、聚落格局以及农业遗产统一做

了规划，提出了“山、水、城、田、海”特色布局，

其 保 护 要 素 承 载 了 各 个 时 期 的 完 整 历 史 记

忆。以革命文物、传统制造业老字号文物等为

主体的若干条“文物径”，让文化遗产的保护传

承看得见、摸得着。所谓“文物径”，是指对原

有道路的景观环境、标识系统进行统一规划，

让游人更快捷方便地认识文化遗产。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保 护 理 念 在 中 国 传 承 有

序。梁思成在《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一

文中说，保护是创造发展的前提。建筑学家吴

良镛对梁思成的理念进行传承发展，在实践中

提出“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理念，成为人居

环境科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规划学

家朱自煊长期践行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

原则，引入城市设计的科学方法，对城市整体

风貌进行保护。整体保护的理念是历史城市

保护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很多城市在整体保

护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完成了一大批保护遗

产、传承文化的民生项目，使我国历史城市保

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遗产活化激发城市文化活力

近十年来，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开展了丰富

而卓有成效的实践。遗产活化成为城市文化

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

“城市双修”，是指有序实施城市的生态修

复与城市修补。2018 年，“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景德镇现场会暨试点经验交流会”在江西景德

镇召开，正是对景德镇以遗产活化带动城市发

展的充分肯定。近年来，景德镇确立了以遗产

活化激发城市文化活力的目标和路径，在凝练

价值、梳理遗产地特色资源的基础上，规划了

遗产资源结构化保护展示利用的蓝图。十年

间，御窑厂、陶溪川、陶阳里等一批遗产保护与

活化项目逐渐建成，景德镇也重新回到艺术陶

瓷的世界舞台中心。在这一过程中，遗产活化

深刻影响了景德镇的社会生活。从事传统手

工业的创业方式成为城市风尚，延续千年的古

老产业再次焕发勃勃生机。

遗产活化正成为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在上海，虹口区春阳

里、黄浦区承兴里、普陀区金城里均确定为保

护保留的风貌街坊，小里弄、石库门和老弄堂

等特色建筑被原汁原味地修旧如旧。改造后

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持续活化利用，并融入城

市，发挥应有功能。

在浙江杭州，良渚遗址的保护、展示与城

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堪称典范：大遗址公园与文

化生活在空间、功能上相得益彰。距离杭州不

远的古城绍兴，也充分认识到文化是城市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长期坚持采取城市开发收

益反哺老城保护的策略，让古城的格局、风貌

得以完整保存。

从业内关注到全社会共
同行动

“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作

为 福 建 福 州 的 文 化 名 片 和 历 史 地 标 ，三

坊七巷的保护和利用过程较为曲折。

近 年 来 ，保 护 历 史 城 市 、延 续 城 市

文 脉 ，在 福 州 蔚 然 成 风 。 遗 产 保

护爱好者遍布福州各行各业，民

间 保 护 组 织 遍 地 开 花 。 截 至 目

前 ，福 州 基 本 实 现 了 每 个 区 县 保 护

活 化 一 条 历 史 老 街 的 目 标 。 与 三

坊 七 巷 上 世 纪 90 年 代 艰 难“ 保

下来”和本世纪初艰苦“用起

来 ”的 局 面 相 比 ，这 是 何

等令人欣慰。

而 在“ 齐 多 甘

泉，冠于天下”的

山东济南，泉

水 申 遗 的

过程也受到

了 广 大 市 民 的

热 切 关 注 。 市 民

对泉水的科学使用提

出了若干合理的建议，

连日常的水位变化也成为

市民关注的热点话题，市民代

表甚至作为城市代言人走上了申

遗陈述的舞台。为了丰富城市的历

史记忆、加强风貌整治工作的科学性，

相关部门开展了泉城老照片征集活动，广

大市民踊跃参加，使乡愁成为泉水遗产保护

的巨大社会动力。

历史城市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曾被视为难

题。近十年，这种局面得到扭转：创新驱动的

导向使得城市投资更加理性和从容，可持续的

保护利用成为广为接受的理念。一方面，市民

的文化自豪感日渐增强，遗产保护的自觉意识

逐渐觉醒；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大拆大建的投入产出思维难以为继。此

外，政府部门对历史城市保护与传承的相关政

策支持越来越具体可行，也从客观上促进了这

一共识的达成。

在“多方参与，共建老城”的过程中，几座

底蕴深厚的古都走在了探索前沿。北京老城

保护采取了“申请式退租”“共生院”等一系列

举措，让历史城区的居住条件和文物周边环

境得到有效改善。江苏南京小西湖片区尝试

政府引导、居民参与的方式，推动城市风貌区

的环境与业态提升，进行了“微更新”层面的

重要探索。江苏苏州古城是我国历史城市保

护的标杆之一。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较早提

出“一体两翼”发展，建设新城、保护古城的基

本思路，让古城留下了相对完整的格局体系

和风貌特征。在长期专业保护的基础上，江

苏苏州近年来逐渐尝试对历史城市的部分地

区进行活化利用，一批社会力量积极投入到

历史城区的活化利用项目中来，经济、社会、

文化的综合成效显著。

实践证明，历史城市的保护与文化传承

是增强大众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也是带动

历史城市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新引擎。

（张杰为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院长，刘岩为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副总规划师）

图①：山东济南大明湖七桥风月景区鸟瞰

图。 济南市园林规划设计研究院供图

图②：江苏南京老门东修缮后的街巷与传

统建筑。 曹百强摄

图③：福建福州三坊七巷保护与整治后局

部院落鸟瞰图。 贾 玥摄

图④：江西景德镇彭家弄作坊院。

曹百强摄

制图：蔡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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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文 明 是 世 界 古 老 文 明 中 唯 一 延 续

至今的文明，文化遗存丰富，文献记载详备。

文明的形态多种多样，在不同地域有不同

表现。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

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

研究同科技手段有机结合起来，需要综合把握

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经过多年努力，对中华文明的起源、

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

识，比如农作物的驯化、礼乐的发明与传播，都

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线索。但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

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

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考古学家认为，中国象形文字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 5000 年前甚至更早。河南贾湖遗址的

龟甲刻符，提供了 8000 年前早期先民开始探

索文字的线索。山西陶寺、浙江良渚、山东丁

公等遗址发现了龙山时代少量的文字资料。

近年来，不少学者发现商晚期部分器物上的

铭文字形态与同时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字形态存

在差异，或是取象于更早的二里头文化的礼器，

这或为夏代已进入文字时代提供了重要佐证。

显然，社会的文化积累不可能一直仅仅依

靠口耳相传。政令的颁布、大型工程的管理离

不开语言文字的帮助，信仰与思想更需要文字

来进行整合传播。从龙山时代、二里头文化再

到殷墟，我们可以慢慢勾勒出早期中国文字的

演进。而另一方面，从甲骨文到金文，从篆书

到隶书、楷书，不断发展的中国文字，却是脉络

清晰，不仅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载体。

中国地域辽阔，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

百里不同俗，但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却非常牢

固，历久弥坚，共同的基因、共同的书写起了巨

大作用。中华文明一经诞生，就具有无比强大

的生命力，多民族不断融合，保持了多元一体

的文明格局，而这一切通过不间断的历史记载

传承至今。其中，文字的作用不可低估。从这

个角度来看，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华

文明不仅“源远”，而且“流长”。因此，我们既

可探源，也能观流，更可以溯流而上。探“源”

可知来自何处，观“流”可知去向何方。

（作者为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

既要探“源” 也要观“流”
李守奎

当 我 们 讨 论 越 国 历 史 时 ，不 断 发 现 的 考 古 材

料 开 始 发 挥 更 为 重 要 的 作 用 。 从 1936 年 吴 越 史 地

研 究 会 的 成 立 算 起 ，越 国 考 古 已 历 经 80 余 年 ，越 文

化的面貌正逐渐清晰起来。近年来，浙江衢州衢江

区发现多座西周时期高等级土墩墓，还出土了精美

的 青 铜 车 马 器 等 ，一 段 先 越 国 尘 封 的 历 史 正 在 被

揭 开 。

在浙江南部的衢江区云溪乡，2018 年至今，考古

工作者已先后发掘庙山尖土墩墓与孟姜村 1 至 3 号

墩等四座墓葬。除孟姜村 2 号墩的形制还不明确外，

其他三座墓葬都属于西周时期罕见的带墓道、石床、

木椁的墓，并且随葬了大量精美的硬陶、原始瓷、青

铜器与玉石器。如此考究的营建方式、精致的随葬

器物、浩大的工程规模，无不彰显着墓主人身份的非

同寻常。

这一重要发现不仅丰富了越文化的内涵与面貌，

也成为关联浙南闽北地区（包括皖东南与赣东北）同

类遗存的纽带。这些遗存散落在浙南闽北各地，普遍

随葬青铜器与玉石器，与浙北平原（即越国重要地区）

不随葬青铜器的做法有明显区别。衢州高等级土墩

墓恰好位于这些分散遗存的中间地带，填补了相互间

交流往来的道路缺口，因此可以将西周时期的浙南闽

北串联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越文化单元。

从文化特征来看，这一时期，浙南闽北与浙北平

原应该分属越文化的不同类型；从墓葬等级来看，浙

南闽北更可能占据了西周时期越文化的中心地位。

这种中心地位的取得，应该主要得益于这一地区与外

界的资源流通优势。

夏商时期，浙南闽北便是中原象鼻盉、折肩尊等

硬陶与原始瓷的主要来源地，西周时更是成为中原王

朝重要的原始瓷产地。因此，兼具中原风格与地方特

色的青铜容器、车马器才会涌现于浙江衢州、安徽屯

溪等交通要地，并且成为高等级墓葬的重要组成。在

与中原往来的同时，直口豆、敛口豆等原始瓷的影响

也到达岭南一带。浙南闽北墓葬突然出现的成套玉

玦、凸纽形玦等玉石器皆长期流行于岭南，可见两地

之间实现了玉瓷资源的双向流通。

随着西周中晚期以来淮夷叛周，南方与中原的联

系被突然隔断，浙南闽北逐渐衰落，文化遗存渐趋凋

零。在人群迁徙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浙北平原的越

国取代浙南闽北，成为新的越文化中心。

春秋早中期的越国，基本延续了西周时期的发展

态势，与外界联系较少，社会运行以追求物质财富为重

要取向。以丧葬传统为例，越国墓葬的等级构建长期

“重富轻贵”，等级差异主要取决于日常陶瓷用器比如豆

碗盂的随葬总数，而且不同等级墓葬的分布空间也相

互混杂。到了春秋晚期，越国与中原的联系突然密切，

人群流动频繁，中原影响变强。越国的丧葬传统因此

转向为“富贵并重”，角形器等财富标志物、甬钟等仿铜

礼乐器共同构建出规范森严的等级制度。印山越王

陵、安吉八亩墩等贵族墓葬的空间，明显呈现出“独立陵

园”的趋向。这也许意味着，越国当时进行了主动转

型。也就是说，在灭吴之后，越国将视野投向中原，迁都

琅琊，经略中原，“致贡于周”。

经历了春秋战国长时期的分裂，统一成为大势。

这种与中原的互动，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陆疆、海

疆很多区域文化的发展主线，表现在考古遗迹上就是

明显的区域文化因素与中原文化因素的此消彼长。

持续的考古发现，不仅明确了越文化的内涵与

变 迁 ，而 且 丰 富 了 2500 年 前 中 华 文 明 走 向“ 多 元 一

体”的路径，为我们更好地“读懂中国”提供了鲜活的

案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考古发现丰富
对越文化的认识

吴 桐

持续的考古发现，不仅明确
了越文化的内涵与变迁，而且丰
富了 2500 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的路径，为我们更好地“读懂
中国”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核心阅读

通过实践探索，近十年
来逐渐形成了历史城市保护
与传承的中国模式，“在保护
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成为
共识。

历史城市的保护与文
化传承是增强大众文化自
信的重要途径，也是带动历
史城市高质量创新发展的
新引擎。 ①①

③③

④④

浙江衢州发现的西周时期高等级土墩墓出土的部

分原始瓷组合。 吴 桐供图

②②

2010 年安阳殷墟大司空村东出土的

刻辞卜骨。 李守奎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