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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

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不只是

分布在城市行政区的各类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

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的历史街区、历史城区和历史性

景观，它们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需要整体保护、

活态传承。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见证了过去几个世纪人类的

劳动创造和时代精神，构成了地方和社区的集体记

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会影响市民生活的

方方面面，通过价值观、文化传统和社会行为，以及更

为有形的文化符号，使城市成为宜居、宜游、宜业的有

吸引力的场所。

建构历史名城的大保护格局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保 护 是 我 国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至 今 已 公 布 142 座 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丽 江 和 平 遥 等 古 城 还 被 列 入 了《世 界 遗 产 名

录》。名城保护制度不仅保护了大量的历史文化街

区和历史建筑，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发

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推动绿色城乡建设、提升

城乡环境品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了

积极贡献。

城市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面临气候变化、资

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压力，可持续发展是不可动摇的

方向，而城市处在可持续建设发展中的关键位置。

应当看到，少数投入不足、管理不善的老城，还

存在建筑陈旧、设施老化、环境衰败等问题，需要抢

救性保护，并积极再造社区活力。城市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在本质上是一项实践活动。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有可能切实解

决各种城市问题。相关部门发出通知，历史文化名

城和街区的保护提升项目应做到几个“不”：不大规

模、成片集中拆除现状建筑；不大规模新增建设规

模，不增加资源环境承载压力；不大规模、强制性搬

迁居民，不改变社会结构，不割断人、地和文化的关

系；不随意迁移、拆除历史建筑和具有保护价值的老

建筑，历史建筑不脱管失修、修而不用、长期闲置；不

破坏传统格局和街巷肌理，不随意拉直拓宽道路，不

修大马路、建大广场；不破坏地形地貌，不伐移老树

和有乡土特点的现有树木，不挖山填湖，不随意改变

或侵占河湖水系，不随意改建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

不随意更改老地名。

每一座名城在文化和空间上都有独特的设计，

体现了地理环境、人地关系和历史发展脉络。在着

力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构建大保护格局的今

天 ，城 市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传 承 至 关 重 要 。 近 年

来，北京、上海、杭州、福州、扬州、苏州等历史文化

名城在遗产保护利用、文化传承传播等方面都有好

的实践探索，让古老的城市文化在当代社会绽放新

的光彩。

历 史 城 市 的 形 成 过 程 包 含 对 自 然 的 合 理 利 用

和适度改造，积累了城市空间营造的传统智慧。良

好的历史空间形态、宜人的环境景观、低碳的运行

方式、多元的空间肌理，为社会包容性和环境韧性

创造了条件，为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

基础。

保护与激活城市空间记忆

人类生活的丰富性依赖于对过去的记忆能力，

而人的记忆依托于空间和社会环境。城市，作为大

地上层积下来的数代人的奋斗结晶和文化记忆，是

一种社会存在，也应当作为文化遗产或集体记忆进

行保护。

老城区等历史空间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保存着

大 量 可 阅 读 的 细 节 。 在 评 估 城 市 历 史 肌 理 及 社 区

环境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规划和城市保护相互促进

的良性机制，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视作提高生活质

量的重要举措，这种方法也将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

一种可持续城市模式。

“老城不能再拆了”。这要求各地结合可持续发

展目标，建立更好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战略和更

完善的保护管理机制。将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作

为平衡城市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战略措施。

要把老城区环境改造提升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延续

城市历史文脉整合起来，保持和维护历史空间特征，

全面改善社区人居环境，让历史遗产和现代文化交相

辉映。

城 市 ，不 只 让 生 活 更 美 好 ，还 是 规 范 人 们 日 常

生活并展示日常生活面貌的建成环境，是具有价值

观 和 信 仰 体 系 的 生 活 社 区 。 城 市 历史文化遗 产 的

保护更新工程必须遵循维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历

史风貌的完整性、社会生活的延续性和城市功能的

多样性等原则。在进行建成环境空间维护时，应当

尊 重 地 方 的 历 史 文 化 传 统 以 及 生 活 方 式 和 生 态 环

境，保持社区文化的可持续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实践，将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社会

凝聚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201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历史性城市

景观的建议书》中确立的“历史性城市景观方法”，突

破了过去将历史建筑、城市空间从社会、环境和经济

中剥离的做法，强调人与建成环境相互联系的整体

性，高度关注建成遗产物质空间与影响其形成和变化

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之间的联系。

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从文物古迹、历

史建筑发展到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景观和其他建成

环境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在空间尺度上的扩展，也涉

及更加深层、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因此，需要加强

多学科共同研究，在保护政策制定和具体工程实践

中，特别需要加强对城市建成遗产的可持续性维护

管理。

更积极的保护，更系统的管理，需要更大的投入

和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文化遗产是一项具有潜在经

济价值的优质资产。建成遗产保护修缮、活化利用

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具

有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建成环境，可以为不同人群提

供生活和工作空间；老城区的生活氛围、烟火气，独

具魅力的城市空间，可以为文化旅游发展提供深度

体验。保护和发展成果，应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这也应成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

宗旨。

（作者为同济大学教授）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的保护传承
张张 松松

2024 年 2 月 3 日，贵州省博物馆基本陈列“人文山

水 时光峰峦——多彩贵州历史文化展”正式与观众

见面了。

这是一个历时近 3 年精心打造的重磅展览，是

贵州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重点项目之

一。这也是一个服务于未来 10 年的常设展览，展览

面积近 6000 平方米，展线长约两公里，展出各类文

物 3500 多 件（套），其 中 一 、二 、三 级 文 物 1156 件

（套），约 80%的文物为首次亮相。贵州省博物馆首

次将多年的考古成果与丰厚的历史文献相融通，诠

释贵州通史。

除序厅和尾厅外，展览共分 6 个部分，按时间顺

序，分别是：“洞天岁月 星光闪耀——史前时期”“青

铜之光 华夏一脉——先秦时期”“郡国并治 多族

共融——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兼容并包 因俗而治

——隋唐宋元”“国之战略 设省而治——明代贵州”

和“黔境定格 社会开新——清代贵州”。

考古资料大大延伸了时代的长度。黔西观音洞

遗址是贵州首个发现并试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由此

揭开了贵州史前考古的序幕。迄今已发现史前遗址

近 500 处，数量之多，居全国前列。观音洞遗址下层

堆积年代可上溯至距今 20 万年左右，与距今 30 万年

左右的盘县大洞遗址同属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距

今 3000 年左右，贵州高原出现了青铜冶铸技术，毕节

青场遗址发现了石范，威宁中水鸡公山遗址出土了精

美的铜锛。距今 2000 年左右，夜郎崛起，将土著文化

推向高峰。随着秦汉王朝经营西南夷，也加快了贵州

地域融入华夏的历史步伐。

明永乐十一年（公元 1413 年），贵州建省，开启了

历史的新篇章。随卫所移民的大量涌入，贵州地域开

始广泛种植棉花，少数民族亦纺棉为衣，蜡染为饰。入

清之后，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及疆域的调整，黔境定

格。清雍正十年（公元 1732 年）立于甲秀楼前的纪功

铁柱，见证了鄂尔泰改土归流的血雨腥风。此次展览，

强调以史为鉴，进而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重大意义，这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

量之魂。

展览得到了上百名专家、学者的支持，专门组建

了由 11 名资深学者组成的改陈专家委员会，由学者

顾久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作为博物馆最主要的基

本陈列，承担着向观众讲好一地历史与特色文化的使

命。除了有重要价值的出土文物，不可移动文物的嵌

入、艺术场景的呈现及多媒体的运用等均成为重要的

表现手段。除了贵州省博物馆自身的馆藏，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四川大学以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黔西

南州博物馆、赫章县文物局等数十家单位施以援手，

无偿提供了藏品和资料的支持。海龙囤、招果洞、大

松山等一批曾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重要考古

项目的立体展示（文物+场景+影像），使观众终于能

够在媒体报道的热度中“似是故人来”般近距离领略

考古的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兴仁和兴义出土的两辆

东汉铜车马，在近 2000 年后，首次联袂亮相。

赓续文脉，讴歌时代精神，用文物讲好中国故事，

是贵州省博物馆不懈的追求。抓住改陈的契机，建馆

71年的贵州省博物馆，正焕发出青春活力。

（作者为贵州省博物馆馆长）

用文物讲好历史和当代故事
李 飞

元宵节是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新岁沟通自然、联系社会的重要

活动日。元宵节起源于中国人传统的

时间观念与祈福迎祥的民俗心理。对

于中国人来说，农历新年第一轮明月

出 现 是 重 要 时 刻 ，它 象 征 圆 润 与 美

好。面对新春的明月，我们以人间灯

火辉映天穹，以世俗喧哗呼应天时律

动，从而获得天人相应、人地同春的和

谐与温暖。

节日习俗的形成是一个逐渐累积

的过程。元宵节作为重要节日的出现，

不早于隋唐。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年）历法改制，将夏历正月作为岁首

之月，正月初一为元正之日，正月十五

的时间性质已经凸显，但目前汉代文献

中尚未发现正月十五作为元宵节的表

征。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是系统

记述节日民俗的文献，其中有记载：荆

楚之地的人们在正月十五祭祀门户、迎

紫姑神，以求蚕事丰收。这是正月十五

作为节日的最早记录。东汉时期正月

十五燃灯表佛的传统，在隋唐时期进入

世俗生活。道教也以三元节会的上元

凸显正月十五节日的意义。《隋书·柳彧

传》记述了隋朝初年正月望夜城市节俗

情形，“鸣鼓聒天，燎炬照地”。

节 日 习 俗 的 形 成 需 要 人 们 的 情

感、信仰、意愿的聚焦。唐朝对于以灯

火与喧哗显示城市繁华与百姓和乐的

新年第一轮明月夜更为重视。正月十

五在唐代已被命名为元宵，元宵放灯，

成为炫人耳目的闹夜节俗景观。唐代

长安平常有严格的宵禁制度。每到傍

晚，鼓声一起，上至朝廷官僚属吏，下

至市民百姓必须各自返回里坊，百万

人口都市顷刻静寂。但在元宵节期间

取消宵禁，放三夜花灯，称为“放夜”。

出门赏灯，成为城市居民的节日习惯，

“士女无不夜游，罕有居者”。正如崔

液《上元夜六首·其一》诗云，“谁家见

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在观灯

人潮中，有的人可以数十步脚不点地，

被人拥挤“浮行”，可见当时元宵观灯

盛况。此后，宋元明清历代城乡都在

正月十五夜晚张灯结彩，元宵闹夜成

为欢乐的节日传统。

“闹”是元宵节活动的显著特征。

其中有两重含义：一是元宵正值初春，

大地未完全回暖，需要通过人们的喧

闹，让大地苏醒，由此获得生命力，祈

求农业丰收；二是聚集人气，振奋精

神，营造社会太平、家庭和谐的氛围。

元宵的“闹”，是多种节俗形式的合奏，

但最突出的是声音与色彩。

先看音声之闹。元宵节的喧闹主

要有两种声音，一是以锣鼓为主的响

器声。锣鼓是庆祝节日必备的道具，

气氛的营造离不开锣鼓。没有锣鼓或

锣鼓不够用时，人们将能发声的器皿

也敲起来。湖北孝感就有“正月半，敲

铁罐”的俗语。顾禄《清嘉录·闹元宵》

记载，清代苏州“元宵前后，比户以锣

鼓铙钹，敲击成文，谓之闹元宵”。宁

波宁海前童镇元宵行会至今保持着古

老的闹元宵方式，边行进边表演，鼓乐

齐鸣，炮声震天。还有河北正定的闹

年鼓，天津东丽区闹元宵的法鼓会，都

以高高的声浪渲染元宵气氛。二是歌

舞游戏的人声喧哗。元宵节是民间庙

会社火行游与歌舞表演的盛大节日。

除一般通行的舞龙、舞狮外，南北地方

在元宵节期间都有各种乡村戏剧献

演。北方城乡耍社火、扭秧歌，南方地

区的行会、“装故事”、英歌舞、踩街，气

氛热烈，花鼓戏、采茶戏都是元宵节常

演的剧目。锣鼓喧闹、歌舞杂戏是元

宵节俗的主要“声”源。

再看色彩之闹。元宵节是色彩鲜

明的节日，除了游客和表演者的衣着打

扮华丽光鲜外，主要是灯火与焰火。灯

火的喧闹是元宵节的主要节俗标志之

一。人们在隋唐时期已经看到灯火的繁

盛。人们为了元宵节的热闹“盛造灯笼

烧灯，光明若昼，山棚高百余尺”，还制作

巨型龙灯。宋朝灯笼制作较唐朝更为华

丽奇巧，灯品繁多，琳琅满目。明代全面

复兴宋制，元宵节放灯节俗在永乐年间

延至十天，京城百官放假十日。民间观

灯时间各地不一，一般三夜、五夜、十夜

不等。唐寅《元宵》一诗，写出了元宵灯

月相映之妙：“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

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

月如银。”清代北京还出现了东北引入的

冰灯，各地灯会异彩纷呈。直至当代，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灯会有数

十项之多，如自贡灯会、秦淮灯会、豫园

灯会等，人物故事灯、诗文灯、花卉灯、龙

灯、百鸟灯等，应有尽有。当代灯会因为

新的照明光源与材料技术辅助，比古代

灯会更为灿烂。

元宵节的色彩还表现在飞腾的焰

火上。焰火兴起于宋朝，当时皇宫观灯

的高潮就是施放焰火，竞巧争奇，呈现

一派“银花火树，光彩照人”的场景。民

间同样“架鳌山，烧旺火，张灯放花，群

相宴饮”，名之为“闹元宵”。焰火烟花

渲染元宵夜景，为年节增光添彩。

传统社会的元宵节是城乡重视的

民俗大节，它体现了中国民众特有的

社交娱乐特点。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仪

式 ，来 激 发 热 情 、振 奋 精 神 、沟 通 情

感。闹元宵是既传统又现代的集体情

感释放与公共娱乐方式，值得我们用

心保护传承。元宵之闹，重在烘托节

日热烈与欢乐的气氛，以祈福迎祥。

多声部、多形式、多场景的户外社火、

行游、娱乐、游戏的欢聚，是平日里内

敛的中国人在节日中创造的喜庆场

景，从而鼓舞人们以昂扬的姿态，面向

新年新的生活。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 2024 年 2 月 23 日 ，位 于 北 京

中 轴 线 上 的 前 门 大 街 彩 灯 璀 璨 ，夜

景如画。 吕昊俊摄（人民视觉）

人
地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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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元
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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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

放

元宵之闹，重在烘托
节日热烈与欢乐的气氛，
以祈福迎祥。多声部、多
形式、多场景的户外社
火、行游、娱乐、游戏的欢
聚，是平日里内敛的中国
人在节日中创造的喜庆
场景，从而鼓舞人们以昂
扬的姿态，面向新年新的
生活

①① ②②

③③

▲早期的茶具——南朝带盖铜托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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