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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工作会议
召开，数十位来自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北京名
城保护建言献策。与会人员表示，未来北京旧城
区域除了将继续“减负”外，还将“主打”以传统
院落为基本单位、小规模渐进式的“微循环”，兼
顾古都风貌保护和居民生活条件改善。

◉旧城建设列出“负面清单”

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和更新，北京涌
现出一批又一批的现代化建筑，城市面貌
日新月异的同时旧城区域逐渐变得“碎
片化”。如何减少大拆大建，同时结合历
史文化传统，让一些特定区域体现出老
北京的空间结构及京味京韵，成为与
会专家重点关注的话题。

“近几年特别是从去年开始，这
种以‘建设’为名的破坏性态势得到
了彻底的扭转。”北京名城委办公
室副主任、市规划委主任黄艳介
绍说，尤其是对于北京旧城内
的肌理结构来说，平房区的胡
同很窄，微循环不畅，所以各
层 面 都 开 始 改 善 区 域 微 循
环。对于中心城的核心区

域，除了一些遗留项目，旧城区内已经完全停止
审批、开始限制大体量、聚集人流的开发建设项
目。

自去年年初开始，北京市启动了 《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 （2004 年-2020 年）》 修改工作，其中，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被列为总体规划修改的6个重点
专题之一。在该部分中，北京市确定了“功能”、

“平房”、“安全”、“管理”4个关键词。
北京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将继续在

空间布局上给旧城和历史文化保护区“减负”，编
制旧城建设的“负面清单”，同时制定旧城平房区
保护和有机更新工作计划。旧城区的布局优化调
整，将伴随着北京市空间布局调整和京津冀协调
发展的节奏而进行。

◉保护与改善协调推进

在旧城保护过程中，一些旧院落、大杂院甚
至危房均需要翻建或改造。实现旧城街区治理、
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和保护古都风貌同步协调推
进，无疑需要政府、居民、社会、企业多方共同
努力。

东城区菊儿胡同至今仍被认为是旧城改造的
典范之一，该项目曾获得联合国 1992 年世界人居
奖、亚洲建协优秀建筑设计金奖，“有机更新”的
理念自此也逐渐获得广泛认同。“设计菊儿胡同住
宅时，我们就是围绕着古树做个院子，给每家做
个厨房、厕所，保持了和住宅楼一样的密度。”中
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吴良镛表示，这
和维护旧城风貌

不冲突。
吴良镛说，如今，历史文化名城、历

史文物的保护从技术上讲已不成问题，但
是理论跟不上。我们对于“真古董”要绝
对保护，但周边环境应该怎样对待、如何
匹配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城市的历史文
化要有所继承、有所发展，城市规划、区
域规划、建筑规划里面都要有理念，让周
边环境变得和谐。

“有时间的话，建议大家去杨梅竹斜街
看看。”黄艳推荐了这个通过“微循环”方
式实现旧城改造的具体项目。“我们以单个
四合院作为更新改造的对象，在改造中延
续传统的建筑、空间和肌理；每个院落都
是独立改造完成的，在整体风貌协调的前提下保
持了多样性和丰富性，这是把城市更新和保护工
作从政府管理转型为社会治理的一个很好的典
型。”她说。

◉33片文保区重点修缮

针对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北京市副市长
陈刚曾强调，要挖掘首都历史文化和建筑文化资
源价值。摸清家底，分门别类归类总结，提出明
确的保护思路和理念。按规划先行的要求，针对
不同层次、类型的历史文化街区，有针对性地编
制保护规划和标准规范，完善房屋管理规则。

除了将“主打”小规模渐进式的“微循环”
外，今年北京还将启动制定 《北京城市紫线管理

办法》 草案，划定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周边的保护
范围，严控区域内的开发建设。

“城市紫线是历史文化街区和
历史建筑周边的保护范围界限，紫
线范围内的开发建设遵循更加严
格的标准。”黄艳表示，要建立起
切实可行的管理规章制度，切实
有效地对历史街区中的房屋改
建、使用和保护进行管理。

按照计划，今年北京将重
点做好 33 片文保区的修缮、
提升、改造、疏解工作，做好
中轴线、朝阳门—阜成门
这条朝阜线、长安街—前
三门大街区域“一轴一线
一带”等历史文化遗产
的保护和修复。

照着中国人的习惯，把阴历正二三月
当了春天。可是在北平不是这样说，应当
是三四五月是春天了。你若住在东城，可
以到隆福寺去一趟。你在西城，可以由西
牌楼，一直跑到护国寺去。这些地方有花
厂子，把“带坨”的大树，整棵的放在墙阴
下，树干上带了生气，那是一望而知的。上面
贴了红纸条儿，标着字，如樱桃、西府海棠、
蜜桃、玉梨之类。这就告诉你，春天来了。花
厂的玻璃窗子里，堆山似的陈列着盆梅、迎
春，还有干头莲，都非常之繁盛，你看到，不
相信这是北方了。

再过去这么两天，也许会刮大风，但
那也为时不久，立刻晴了。乡下人将棉袄
收了包袱，穿了单衣，在大日头下，骑了
小毛驴进城来，成阵的骆驼，已开始脱
毛。它们不背着装煤的口袋了，空着两个
背峰，在红墙的柳荫下走过。北平这地
方，人情风俗，总是两极端的。摩登男
女，卸去了肩上挂的溜冰鞋，女的穿了露
臂的单旗袍，男的换了薄呢西服，开始去
溜公园。可爱的御河沿，在伟大的宫殿建

筑旁边，排成两里长的柳林，欢迎游客。
我曾住过这么一条胡同，门口一排高

大的槐树，当家里海棠花开放得最繁盛的
日子，胡同里的槐树，绿叶子也铺满了。
太阳正当顶的时候，在槐树下，发出叮当
叮当的响音，那是卖食物的小贩，在手上
敲着两个小铜碟子，两种叮当的声音，一
种卖凉食的表示。你听到这种声音，你就
会知道北国春暖了，穿着软绸的夹衫，走
出了大门，便看到满天空的柳花，飘着絮
影。不但是胡同里，就是走上大街，这柳
花也满空飘飘的追逐着你，这给予人的印
象是多么深刻。苏州城是山明水媚之乡，
当春来时，你能在街上遇着柳花吗？

我那胡同的后方，是国子监和雍和宫，
远望那撑天的苍柏，微微点辍着淡绿的影
子。喇嘛也脱了皮袍，又把红袍外的黄腰带
解除，在古老的红墙外，靠在高上十余丈的
老柳树站着。看那袒臂的摩登姑娘，含笑过
去。这种矛盾的现象，北平是时时可以看到，
而我们反会觉得这是很有趣。九、十、十一、
十二日是东城隆福寺庙会，五、六、七、八日

是西城的白塔寺护国寺庙会，三日是南城的
土地庙庙会。当太阳照人家墙上以后，这几
处庙会附近，一挑一挑的花，一车一车的花，
向各处民间分送了去。这种花担子在市民面
前经过的时候，就引起了他们的买花心。常
常可以看到一位满身村俗气的男子，或者一
身村俗气的老太太，手上会拿了两个鲜花盆
子在路边走。六朝烟水气的南京，也没有这
现象吧？

还有一个印象，我是不能忘的。当着
春夏相交的夜里，半轮明月，挂在胡同角
上，照见街边洋槐树上的花，像整团的
雪，垂在暗空。街上并没有多少人在走
路。偶然有一辆车，车把上挂着一盏白纸
灯笼，得得的在路边滚着。夜里没有风，
那槐花的香气，却弥漫了暗空。我慢慢地
顺着那长巷，慢慢地踱。等到深夜，我还
不愿回家呢。

（作者为作家。原载1946年 3月12日
重庆《新民报晚刊》。本报有删节）

3月18日，前门东大街，一辆绿黄相间的仿古
“铛铛车”缓缓驶出公交站。

“车来了，老伴儿快点儿。”78 岁的张大爷和
老伴儿特地赶来乘坐“铛铛车”。“我是贴着皇城
根长大的，嘿，从小就特爱听这‘铛铛’声，这
不，2 号线刚开通我就带着老伴儿来重温一下。”
张大爷说，虽然和小时候坐过的“铛铛车”有些
不一样，但还是很开心，坐在车上好像又回到了
儿时。

观光 2 线上的“铛铛车”共配有 10 部，以前
门、天安门、故宫为基线作环形运营，途经前
门、天安门广场、北海、新东安市场等 15站，线
路总长 10 公里。据了解，观光 2 线“铛铛车”采
用纯电动空调车，零噪音、零污染，除了少了一
条铁轨、一根“大辫子”外，其他均原汁原味地
还原了“铛铛车”的原貌。外观、内饰和驾驶员
的着装都全部按照 1924年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仿
造而成，车辆配色也以绿黄色和红黄色为主，内

设 28 个座位。该线路采用单一票制，票价 15 元，
公交IC卡刷卡票价10元。

近日，笔者坐上“铛铛车”体验了一番京味
文化的观光旅游。一上车便看见一个两三平方米
的玻璃小空间，那便是司机的位置，再往里看，
土黄色的仿古座椅、棕黄色的木地板、蜂窝状的
车顶和整齐划一倒挂着的圆形拉环，无一不散发
着浓浓的民国气息，仿古特征十分明显。不一会
儿，司机和售票员上车了，司机身着黑色中山服
装、小黑帽。售票员身穿蓝紫色对襟礼服，斜跨
黑色皮包。

“我是专门坐特11路公交车到前门来体验‘铛
铛车’的，像我们外地游客走路的话很难找到各
个景点，坐这个线路就特别方便，非常适合我们
观光客，并且还有人给我们做解说。”来自内蒙古
赤峰的徐阿姨正说着，眼看车到天安门附近了，
徐阿姨赶紧拿出手机给天安门拍照。

“咱们现在右边是故宫，想必有些乘客已经去

过故宫了，故宫在明清时期被称为紫禁城……”
每到一个著名景点，售票员便进行解说。“铛铛
车”配备了双语解说，利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向游
客介绍沿途的著名景点和历史，让乘客不用下车
就可以近距离了解京城历史，感受老北京风情。
车厢内还设立了两处文化展示区，里面有北京地
图、一日游手册和文化产品可供乘客选择。车尾
部还设立了一处铛铛车模拟驾驶席，游客可在此
体验模拟驾驶铛铛车的感觉。

除了仿古的外观和内饰，观光“铛铛车”还
采用了很多新的科技元素，如 LED 显示屏、车辆
视频监控、GPS 定位等，车厢内还加入空气净化
装置，提升车内空气质量。

去年 9 月 28 日，北京市首趟仿古“铛铛车”
观光1线开通。经过近半年的运营，乘观光1线游
古都，已成为旅游的一个新热门选项。据统计，
观光 1 线自去年 9 月 28 日开通至今，共发车 7100
余车次，接待游客25万余人次。

本报北京电 （记者马剑） 北京冬奥申委近日表
示，3月22日至29日，国际奥委会评估团来华对北京
联合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进行实地评估考察。此
次来华考察的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由19人组成，其中评
估委员会成员共有12名。除评估委员会成员外，评估
团成员还包括国际奥委会工作团队。

评估委员会对候选城市进行实地考察，是奥运会
申办过程中一项重要的规定程序，是在其认真审阅候
选城市 《申办报告》 基础上，进行的一次技术层面的
考察交流。国际奥委会对候选城市的评估考察工作有
严格的规定，在北京和张家口考察的日程和工作安排
都是国际奥委会制定的，评估考察期间将听取北京冬
奥申委的主题陈述、进行现场勘察，并通过回答问
询、沟通交流等环节深入了解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办冬
奥会情况。主题陈述包括愿景、遗产与参与，总体理
念，体育和场馆，奥运村等14个主题。评估委员会成
员还将实地考察北京、延庆、张家口 3 个赛区的竞赛
和非竞赛场馆。

北京冬奥申委副秘书长、新闻宣传部部长、新闻
发言人王惠表示，这次评估委员会对2022年冬奥会候
选城市的考察，是国际奥委会通过《奥林匹克2020议
程》 后，对候选城市的首次考察，奥林匹克大家庭和
新闻媒体都十分关注。北京冬奥申委对此高度重视，
严格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要求，认真做好主题陈述、场
馆考察以及所需技术资料等准备工作，将向评估委员
会真实、客观地展示我们的申办理念、条件、能力、
意愿和信心。

结束对北京的考察后，评估委员会将综合审阅
《申报报告》 和评估考察情况，形成 《评估报告》，上
报国际奥委会，并于6月初反馈给候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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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10余处景点 中英文解说历史

北京“铛铛车”2 号线开跑
尹晓宇 于芳妮 黎星佩

图为绿黄相间的“铛铛车”。 于芳妮摄

图为游客在“铛铛车”上选购纪念车票。
陈晓根摄 （新华社发）

避免“建设”式破坏 实施“渐进”式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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