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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人类聚居生活的场所，是人类

文明发展的成果。城市中的建筑、街道格

局、与周边环境间的关系等，反映了特定时

代经济、技术、材料、社会形态、环境观、审美

等方面特征。由于族群迁徙、商贸、战争等

活动，许多城市承载着宝贵的历史记忆，也

反映了多文化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作为

人类文明的见证，城市历史景观保护是人类

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8年，由《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组成

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公布了首批世界遗产名录，

12个入选遗产中包括两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

都——厄瓜多尔基多古城和波兰历史首都克

拉科夫。此后，又有大量古城或历史城镇核心

区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们的保护问题

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遗产中，

除了少数像意大利庞贝古城那样以遗址形态

存在外，大多数则延续着城镇功能，有些甚至

是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这就需

要协调真实、完整地保护遗产及其价值，与

满足当代城市功能需要、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之间的关系。因此，对这些城镇的保护，较

之古建筑、古遗址类对象更为复杂和困难。

进入 21 世纪后，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

社会的共同目标。各城市间产业和资源竞

争也变得更为激烈，不仅新兴国家在不断加

快城镇建设，发达国家也开始了新一轮城市

更新浪潮。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城镇保护所

面临的矛盾变得更为尖锐。许多欧洲著名

历史城镇开始计划建设新的高层商业和居

住建筑，更新城镇设施。一些有世界遗产或整个城市中心区被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城镇推出的新建设计划，对遗产环境甚至遗产

本身价值产生明显负面影响。

针对这一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5年在奥地利维也纳

召开国际会议并达成最终文件《维也纳备忘录》，把城市中所有体

现城镇价值与特征的历史遗存视为一个整体，并将其定义为“城

市历史景观”。文件还强调，应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尊重和延续这

些具有历史、科学、美学、社会文化和生态价值的景观和特征。这

一重要观念不仅得到国际范围内的支持和认同，也对接下来城镇

类遗产的评估和保护产生深远影响。例如，2009年德国德累斯顿

易北河谷项目因新建桥梁破坏了历史景观和风貌，被世界遗产委

员会除名；2021年英国利物浦海上商城项目，也因在滨海地区新

建大尺度建筑损害遗产景观特征，被取消了世界遗产称号。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

书》，即在 2005年提出相关定义基础上，将人的感觉、体验、视觉印

象、文化氛围、经济进程等纳入城市历史景观概念范畴，并提出城

市历史景观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以综合的方式认识、评估、保

护、管理城市在特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景观特征”。

2022年是我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建立 40周年。中

国国务院 1982年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以来，历史城

镇保护事业得到了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已有 140座城市被列入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录。在历史文化名城中通过城市景观的保

护方法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保护，已成为重要的实践路径。

其中，北京中轴线作为北京老城（明清北京旧城）的核心区

域，其保护实践充分体现了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的理念和方法。具

体来看，其保护不仅注重加强对重要纪念物、文物保护单位、历史

建筑、城市格局、街巷、水系等要素的保护，还充分考虑了北京中轴

线上重要位置与西北山体的视觉关系，以及为区域内和周边非物

质文化遗产提供表达与传承的条件，取得了良好效果。

对于城镇类型遗产保护，城市历史景观不仅是理念，更是实

践方法，关键在整体、协调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同时，实现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人
类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吕

舟

从空中俯瞰，坐落在人工湖半岛上的巴西利亚犹

如一架巨型飞机。“机头”由巴西总统府、国会大厦和最

高法院等构成，“机身”为巴西利亚主城区，“机翼”是中

轴线两侧的居民住宅和商铺，长途汽车站、仪器加工厂

等工业区则坐落于“机尾”。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几乎所有文化遗产都有着悠

久厚重的历史。相较之下，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则显得十

分年轻。它位于巴西腹地，面积约 5822平方公里，人口

约 300万。不少巴西民众认为，巴西利亚城市布局以飞

机为形状，象征着巴西是个正在起飞的国家，体现着蓬

勃发展的时代精神。

巴西历史上曾在萨尔瓦多和里约热内卢两座海

滨城市建都，但为推动内陆经济发展，加强对各州的管

理，于 1956年决定迁都内陆。仅耗时 3年半，巴西利亚

这座别具风格的现代化城市，就在荒无人烟的戈亚斯

高原上拔地而起，并于 1960 年 4 月被正式确立为巴西

首都。1987 年，巴西利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文

化遗产名录，成为唯一一座在 20 世纪建成并获此殊荣

的城市。

从无到有，再到成为世界最年轻的文化遗产，巴西

利亚从居民区和行政区的布局到建筑物自身的对称，表

现出城市和谐的设计思想，为其赢得“世界建筑艺术博

物馆”的美称。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巴西利亚是世界

城市规划史上的里程碑。巴西建筑师马塞多和巴西利

亚大学教授菲谢在文章中指出，巴西利亚城市功能分区

明确，布局结构鲜明，特别是将行政区与居民区分隔开

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和伟大的创造力。

有人说，巴西利亚的建筑是一首耐人寻味的哲理

诗。在这里，古典性与纪念性被成功融入现代主义建筑

中，突破了以往的创作模式。其中，巴西著名建筑师奥

斯卡·尼迈耶设计的国会大厦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大厦

两楼并立，中间有过道相连，水平和垂直线条对比强烈，

又用一仰一覆两个碗形建筑调和对比，丰富建筑轮廓，

使其更加新颖醒目。一侧上仰的较大碗形体为众议院

会议厅，象征着广纳民意；另一侧下覆的稍小碗形体则

是参议院会议厅，象征着集中民意。

巴西利亚自建成之日起，就对城市景观保护予以

高度重视。在迁都前，就通过颁布法律的形式规定，任

何对于巴西利亚城市规划核心区域的变更，都必须提交

国会参议院进行审查。1981 年，还成立了巴西利亚历

史、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组，专门负责城市遗产保

护工作。20 世纪 90 年代，巴西利亚城市框架保护计划

开始实施，为负责规划、保护和管理保护区，协调城市保

护与发展，进一步提供法律保障。

同时，巴西利亚也兼顾居民生活便利性。为了解

决大规模住房项目离市中心较远，导致无车居民生活不

便等问题，巴西利亚在不改变原布局前提下，于 20世纪

90 年代起开始修建地铁交通网络，并于 2014 年宣布建

设贯穿巴西利亚南北的快速公交线和新公交总站。近

年来，巴西利亚还不断加强自行车车道等相关基础设施

建设，进一步完善市民交通系统。

曾是一名城市规划师的弗朗西斯科尼感叹道，作

为年轻的世界文化遗产，巴西利亚还在不断发展。在既

有的城市规划基础上，各项改善工作在积极进行中，每

一项举措都是朝着为更多人打造更具功能性的城市迈

出重要一步。

巴西巴西利亚

规划立城，兼顾居民生活便利性
本报记者 毕梦瀛 邵世均

在意大利罗马的阿皮亚古道考古公园，由大石块

拼接而成的道路依旧保留了历史曾经的模样，随处可见

的碑刻等遗迹与周围的田园风光相互融合，人们徜徉其

中，尽情抒发怀古幽情。

西方有句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阿皮亚古道无疑

是其中最耀眼的一条。这条修筑于公元前 4 世纪的古

道，连接了古罗马城和当时亚平宁半岛东南的重要港口

布林迪西，全长约 600公里。时至今日，罗马市内仍保留

着一段长约 16公里的阿皮亚古道遗迹，并已成为当地市

民休闲的好去处。在阿皮亚古道遗迹起点不远处，斗兽

场等古罗马标志性建筑巍然耸立、相映成趣，让罗马这座

拥有 2700年历史的城市古韵依然。

早在古罗马时期，罗马帝国皇帝就曾下令保护古

罗马城，要求任何人都不得损毁或破坏城内建筑物。近

代以来，意大利专门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1990年，罗马市政府颁布条例，规定

古建筑外部结构属于政府，商家或居民购买房屋后拥有

的只是房屋所有权和内部使用权，对古建筑外部结构、

形式和色彩的改变都必须报文物部门审批，并与周围整

体环境相适应。

除了让城市历史景观保护有法可依，罗马市政府

还通过划定历史中心区、为城市“留白”等综合规划和治

理路径，致力于在整体性保护与功能性使用中寻求发展

的平衡。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民众改善居住环

境的需求，罗马总体规划采取避开古城另建新城的做

法，主要在南部郊区实施新建工程。与此同时，老城区

的发展则受到更多保护：许多古迹周边区域被列为机动

车限行区，车辆随意进入将面临高额罚款；对进入市中

心的车辆排放标准做出限制；拆除部分穿过古城区域的

道路并恢复原貌……

以阿皮亚古道为例，自 20 世纪初被重新发掘后，

它也曾受到城市建设的“威胁”。1951 年修建的罗马

环城公路曾将古道遗迹“一分为二”，部分遗迹还被铺

上沥青作为机动车道使用，造成了进一步破坏。在认

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罗马于 1965 年在市政规划中

将古道周边区域列为公共绿地，对其用途进行明确限

制。1988 年阿皮亚古道公园成立，2016 年又扩建为

面积逾 4500 公顷的阿皮亚古道考古公园。罗马还通

过逐步禁止车辆进入阿皮亚古道、修建环城公路地下

通道等方式，让古道重归宁静。

此外，罗马市政府还与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达成

协议，鼓励其会员企业对古迹修复和维护提供资金。出

资企业有权在古迹现场和宣传材料中展示标识，并享受

税收减免等相应优惠政策。2014 年，罗马南郊一家连

锁快餐店在装修时发现了古罗马时期的遗迹，商家不仅

主动配合发掘活动，还提供了 30 万欧元资金支持。考

古发掘完成后，这家快餐店内部就地建起了一座博物

馆，顾客们可以在就餐时透过玻璃地板欣赏古迹，还可

以在结束就餐后移步地下进一步参观。

罗马大学修复学名誉教授乔瓦尼·卡博纳拉认为，

城市历史景观不是“木乃伊”，是仍然存活在当下的现

实，因此古城、古迹的修复保护与城市的发展必须并行

不悖。考古学家、阿皮亚古道考古公园前主任丽塔·帕

里斯也指出，探寻城市历史景观保护和管理的新模式，

对罗马等古城进行整体保护，将使其继续保持活力，为

民众提供非凡生活空间。

意大利罗马

整体保护，使古城继续保持活力
本报记者 谢亚宏

走进雨后的日本京都产宁坂，湿漉漉的石板坡道

上，整齐倒映着两侧二层木质店铺透出的暖暖灯光。

身穿传统服饰的男女青年不时从这里经过，脚下的木

屐和石板路面碰撞发出的响声回荡着，勾勒出一幅古

都深秋的风情画。

产宁坂是京都历史景观的一个缩影。作为日本

著名的文化古都，这座从历史中走来的城市，在发展

道路上比较注重文化遗产保护。

历史上，京都曾长期作为日本的首都。整座城市

街道纵横宛如棋盘，古迹星罗棋布。1994 年，分布于

京都市及周边的 17 处寺院、神社等作为“古都京都的

文化财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然而，由于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价值观、

生活方式的改变，京都曾面临历史文化景观遭破坏、古

都风貌被改变等严峻问题。如“京町家”等当地特色历

史建筑在城市街区开发过程中曾一度消失，与传统街区

特色不协调的建筑不断出现，“开门见山”的眺望景观和

借景惨遭侵蚀。

考虑到历史景观的不可复制性，日本建筑学会等

专业组织团体不断呼吁加强对京都城市历史景观的保

护。“只有保护好历史文化环境才能提高京都的古都价

值”，当地经济团体京都经济同友会在 2002 年发布的

“推进京都都市再生紧急建议”中指出，作为公共财产，

城市历史景观应从国家战略高度得到保护和利用。

2004年，日本颁布《景观法》，以促进城乡良好文化景

观形成。京都则于 2007年制定并发布了“新景观政策”，

进一步细化历史景观保护方法。这一政策主要涵盖五方

面内容，包括降低和细化城区建筑物限高、强化建筑物设

计标准和区域限制、保护眺望和借景景观、对屋外设施和

广告物严格设限以及对历史建筑加强保护和再利用等。

政策实施后，京都中心干线沿线建筑限高从 45 米

降至 31 米，传统町屋地区限高从 31 米降至 15 米。此

外，屋顶颜色也改为做旧的银色、铜板原色或是没有光

泽的深灰和黑色。一系列品牌连锁餐饮店、便利店等都

褪去了“统一服装”，纷纷调整各自在京都所设门店的视

觉形象，做出独具创意、古雅朴素的“京设计”。自 2012
年起，京都市政府又设立“京都景观奖”，对符合政策要

求的优秀户外广告物进行奖励宣传。这些优秀的“京设

计”进而又成为吸引游客打卡的网红地，使企业品牌与

古都一道实现共同发展。

“得益于保护城市历史景观整体性、系统性的努力，京

都最大程度避免了古都面貌遭破坏，并形成了独特的风情

景致，成为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熟悉文物保护和

建筑史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青木信夫如是说。

在景观保护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也有观点认为市

区建筑高度、容积率等相关严格规定带来了不少社会

问题。城市历史景观保护虽然推动了旅游业发展，但

办公楼和住宅供应却停滞不前，导致租金上涨、生活

成本上升，不少养育子女的家庭不得不因此选择外

迁。对此，京都市于 2019 年放宽了市区部分区域建

筑物高度限制，又于 2020 年设立“特例许可制度”，对

有助于增强街区活力的写字楼、公寓和商业设施等建

筑物放宽限高，为街区创造新的工作和居住空间，以

吸引新的企业和居民。

京都市长门川大作表示，京都的历史景观保护政

策是在坚持保护方针的同时，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特

点和发展愿景，与居民共同协商，融合城市规划，让古

都散发活力。

日本京都

宽严有度，让保护与发展和谐共促
本报记者 岳林炜

图①：意大利罗马历史中心的古罗马广场。 本报记者 谢亚宏摄

图②：2018 年 11 月 13 日，摩洛哥菲斯一家位于屋顶的制革厂内，各种染

料和液体铺展开来，好似美丽的调色盘。 多都·巴尔侬比克摄（影像中国）

图③：日本京都二宁坂街景。 本报记者 岳林炜摄

图④：巴西国会大厦。 李志东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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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历史景观是文化和城市历史景观是文化和

自然价值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自然价值在历史长河中不断

层叠交互的产物层叠交互的产物，，也是城市可也是城市可

持 续 发 展 的 重 要 资 源 和 基持 续 发 展 的 重 要 资 源 和 基

础础。。大多数历史城市延续着大多数历史城市延续着

城镇功能城镇功能，，需要协调保护遗产需要协调保护遗产

及其价值及其价值，，与满足当代城市功与满足当代城市功

能需要能需要、、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之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之

间的关系间的关系。。通过政策制定通过政策制定、、精精

细管理等方式细管理等方式，，一些国家在加一些国家在加

强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的过程强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的过程

中中，，取得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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