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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脉”
和“乡愁”放到

一起考量，是中央
城市工作会议之后各

地 城 市 规 划 者 、 建 设 者
的头等大事。这个时隔 37年

才再次召开的会议，彰显了中
央对城市工作的重视程度。翻检

十八大以来中央有关城市工作的会
议与文件，包括几次中央全会以及

每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忽然明
白，中央的思路一以贯之。

所谓文脉，关照的是城市的历史与
文化；所谓乡愁，关照的是城镇化过程
中的环境、生态与情感。

最早，“文脉”与“乡愁”二词同时
出现在中央会议文件中，还是 2013 年末
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公报说得
很清楚，“文脉”是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
秀文化，“乡愁”是要让城市融入大自
然。

放在更大的背景下考量，你会发
现，这是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日渐清醒
的理念。曾经，我们面对一城遗迹
而不知珍惜，拆城墙、拆古迹，建设了许多看

上去没有区别的城市。千城一面的背后，是对
历史和文化的漠视，而我们正为此承受代

价。
面对时不时的雾霾，我们更加怀念

曾经的生态。蓝天、白云、绿水、青
山，这是我们对儿时的记忆，也

是我们对生存环境的起码
要求，如今这些统统

成为“乡愁”，

是
我们珍视
的东西。

中国的人口迁
移，在人类历史上独一
无二。“三个一亿人”的城
镇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
的必经之路，意味着无数农民将
成为市民，无数市民将拥有更好
的城市生活。然而，城市能否让生
活更美好？

导向已然非常明确，中国的城市
建设将摒弃一些我们曾经熟悉的逻
辑。粗放的发展方式，曾经让外界惊叹
于中国的发展速度，然而沉下心来自我
审视，我们却惋惜于过去的破坏速度，
无论对生态环境，还是对历史文化。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
次是现在。”拆掉的老房子不能修复，但
老房子里的故事应该传承下去，融入城
市的血脉；为开矿而毁掉的山不好修
复，但被污染的护城河应该认真治
理，重现山清水秀；过去的城市需要
慢慢修复，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一开
始就应确立正确的思路。

导演伍迪·艾伦曾经拍过许多欧洲城市主题
的电影，《午夜巴黎》《午夜巴塞罗那》《爱在罗
马》等，里边的城市在全世界许多影迷心中成
为美好城市的代表。在这些城市中，抬头
是蓝天，低头是潺潺流动的河水，身边
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打
磨的街道，这些情境最动人。

让人高兴的是，我们
正在向着这些美好的
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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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文脉

让城市有灵魂
本报记者 陈振凯

延续文脉

让城市有灵魂
本报记者 陈振凯

冬至前夕，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中央城
市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这是时隔37年后，城市工作会再度召开，并
从“全国”层面升格为“中央”层面。会上，一个
热词备受关注：城市“历史文脉”。会议要求，“要
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

历史文脉、文化遗产、传统文化，是一个城市的
灵魂。没有故宫的北京，没有大雁塔的西安，没有西
湖的杭州，没有园林的苏州，没有布达拉宫的拉萨，

令人难以想象。中国儿童接受有关城市历史文脉的
教育，始于幼儿园里传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

然而，肇始于童年的历史文脉教育，并未能阻
挡中国城市建设发展中的“千城一面”、“拆古建
筑”、“存在西化”等问题。一位常年驻在日本的媒
体人感慨，回到祖国一些城市，有时感受不是在中
国，而是在纽约。

而今，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人们在
关注和思考城市工作时，正将更多目光放到历史文
脉上。

以中国最高领导人为例，习近平极为重视一座城市的文脉，从他的脚
步中可以看出。

2015年初，3个月时间，习近平两到西安，每次都到“最西安”的古城墙。
一次是考察陕西。春节前夕，2月 15日，当天夜里，习近平登上西安

城墙，听取了西安城墙保护工作情况介绍，观看了城墙保护状况。一次是
“家乡外交”。5月 14日，习近平在西安南城墙箭楼迎接印度总理莫迪，两
国领导人共同观看了体现中印两大文明交相辉映的文艺演出《梦长安》。

习近平对西安历史文脉的关注，不只是登上城墙。
考察陕西期间，在西安市博物院，习近平观看了西安都城变迁图、隋

唐长安城模型、青铜器及汉唐金银器文物展、汉唐代表性雕塑与唐三彩文
物展，听取了古代丝绸之路和长安历史文化等介绍；“家乡外交”时，习近
平还曾在大慈恩寺内迎接莫迪，两国领导人先后参观了大雄宝殿、大雁
塔、玄奘三藏院。他说，大慈恩寺是中印悠久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家乡外交”一周多后，5月23日，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
的讲话中，再次谈及西安的历
史文脉，“隋唐时期，西安也
是中日友好往来的重要门户，
当年很多来自日本的使节、留
学生、僧人在那里学习和生
活。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阿倍仲
麻吕，同中国唐代大诗
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
友谊，留下了一段动人
佳话”。

再 看 北 京 。 2014
年2月25日，习近平在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考察
时说，首都规划务必

“贯通历史现状未来，
统筹人口资源环境，让
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
续利用、与现代化建设
交相辉映”。他还察看
了玉河历史文化风貌保
护工作展览和河堤遗
址，沿河步行考察河道
恢复、四合院复建情况，对这一项目给予充分肯
定。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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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城墙的魅力古城墙的魅力

习近平对城市历史文脉的关注，
并非始于今日，而是一以贯之。

在地方工作期间，他关注并熟知
许多城市的历史文脉，它们包括县城
正定，旅游城市厦门，需要“摆脱贫
困”的宁德，省会城市福州、杭州，
一线城市上海等。《习近平同志在正定》 一文披露，一
次，他在正定隆兴寺院西侧，看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撰
写的名碑“本命长生祝延碑”上沾满泥土，缺乏保护，
当即找到主管领导，并提出严肃批评。习近平说：“我
们保管不好，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

福建日报《“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
产”——习近平在福建保护文化遗产纪事》一文，则介
绍了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关心和保护、修复林觉民
故居、林则徐系列遗迹等文化遗产的细节，并提到2002
年，福州市知名文物学者曾意丹请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
近平为其所著《福州古厝》作序，他欣然同意，在序言
中写到：保护好古建筑有利于保存名城传统风貌和个
性。现在许多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毁掉许多古建筑，搬

来许多洋建筑，城市逐渐失去个
性。在城市建设开发时，应注意
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这有利于
保持城市的个性。

2003年，习近平在 《加强对
西湖文化的保护》 一文中指出：
杭州西湖承载着悠久的历史，积
淀着深厚的文化。西湖文化在杭州文化中有着独特的位
置。在西湖四周，留下了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
化的深刻印记，留下了无数文人墨客的佳话诗篇，留下
了不少民族英雄的悲歌壮举，留下了许多体现杭州先民
勤劳智慧的园、亭、寺、塔。可以说，西湖的周围，处
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

对城市文脉的保护，需要多层面共同努力：政界、
学界、民间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筑学者梁思成对老北京城的保
护，呕心沥血，念兹在兹，终未能成，留下遗憾。他的
遗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遗憾。遗憾不能再留。今天，
文物专家谢辰生、作家冯骥才等知名人士，也在大声疾
呼，希望刹住“古城改建”之风，保护古建筑。

冯骥才曾说：“城市，你若把它视为一种精神，就会尊
敬它、保护它、珍惜它；你若把它只视为一种物质，就会无
度地使用它，任意地改造它，随心所欲地破坏它。”

而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对城市文脉的保
护，要放到城市规划中来。“要加强对城市的空间立体
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
划和管控，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
风格等‘基因’”。

历史文脉，并非独立存在，并非与现代化相互排

斥，而是可以与自然环境、现代元素、农村风光相伴共
生。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部署“提高城镇
建设水平”时，提到两个“脉络”，一个是山水脉络，一个是
历史文脉。

即，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
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
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
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
史文脉。

古与今，保护与利用，需要结合。1992 年 1 月 24
日，习近平在《福建日报》撰文《处理好城市建设中八
个关系》，提出“八个关系”：上与下、远与近、旧与
新、内与外、好与差、大与小、建与管、古与今。有关

“古与今”，他说：“保护古城是与发展现代化相一致
的，应当把古城的保护、建设和利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一精神，至今仍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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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岁末，浙江小镇乌镇吸引了人们的
目光。在这个小镇上，召开了第二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出席并讲话，而这，已经
是他至少第六次亲临这个枕水而眠的千年古镇。

山清水秀之地，凝结着城镇的乡愁。过去的
乌镇也曾丧失发展机遇，也曾日渐衰落，但在妥
善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文化保护之间的矛
盾之后，乌镇重现生机，既保存了完好的小镇生

态，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留住乡愁，不是古镇才有的特权，而是举国

之内都要认可的发展理念。
新型城镇化在中国方兴未艾，人们从乡村走

向城市，把村舍变为城镇，从农民变成市民。城
市应该让生活更美好，抬头能见山，低头可见
水。城乡一体化发展，楼房、树木、马路、湖
泊，一个都不能少。

台湾诗人余光中的 《乡愁》 曾传遍大江南北，其中表达的对
故乡、对祖国恋恋不舍的情怀，早已成为几代人的记忆。诗人笔
下，“乡愁”，是一种诗意的存在。

而在中央文件中，像这样诗一般的语言很少出现——
“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

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以及，“科学设置开发强
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
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

这几句引自2013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上的话，在过
去两年间持续被引用、被提及。习近平在几次视察中，不断提及

“乡愁”这一概念。
在云南大理，习近平在考察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时强调，新

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
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

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在贵州遵义，习近平在考察遵
义县枫香镇花茂村时，
看着整洁干净的新农
村，有感而发说：“怪
不得大家都来，在这里
找到乡愁了。”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陆邵明在对 1912 年至
2014 年百余年间的文
献数据分析后发现，中
国人对于“乡愁”的基
本共识，既包括对于故
土地理空间的情感，也
包括对家乡过去的记忆
以及对家园未来的期
望。“乡愁意象中的一
草一木蕴含着人与自然
的关系、家园中的建成
环境与自然景观的关
系。”

不止乌镇这样的名
镇在兴起，在许多地方，新建的城镇也依山
傍水。在北京，政府已决定于房山区长沟镇
建设基金小镇，以其优美的环境，吸引相关
产业从业人员迁入；在江西赣州，“铭恩新
村”社区容纳了周围几个村子，远处群山环
绕，近处风景宜人；在福建莆田，贤良港附
近登山远眺，城镇依山傍海，在绿树掩映之
下分外好看。

在探讨城镇化建设时，“乡愁”不只是一种情绪，
也是一种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追求。

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认为，生态文明关系到城市文
化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点，必须
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过程。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
究员姚景源认为，不能把城市变成一个钢筋水泥累积的
区域。

2015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继续加强城市环境保护
和工业污染防治，明确提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如今，这个理念在许多地方已成为共识。“不砍
树、不拆房、不占田，就地城镇化”，这是自 2013 年
起，海南琼海秉持的新型城镇化理念。在保存农村田园
风光和自然生态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既让市民感受到
田园气息，也让农民享受到城市的生活品质。

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看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要尽量防止简单的“以城
并乡”“拆村并居”，要做到生态和生活兼顾、自然和人
文并存。

导向非常明确。2015年 7月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明确规定对造成生
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离、提
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

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实施。2015年12月初，国家发改
委公布的第二批创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名单中，北京
平谷区将与天津蓟县及河北廊坊北部的香河、大厂和三
河三县，共建京津冀生态文明示范区。当月底，平谷区

区长姜帆宣布将把生态文明纳入相关部门的绩
效考核。就制度设计而言，将自然资产作为一
个新审计项目，如何评估、如何追责等，无疑
需要探索。

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问题，迫在眉
睫。数据显示，2000到 2010年间，我国拥有的
自然村数量，从360万个变成了270万个，10年
间消失了 90万个自然村，而自然村中包含众多
传统村落。

面对方兴未艾的新城城镇化建设，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副院长毛其智认为，城镇建设的目的不是要把城市的
空间形态照抄照搬到农村，而是要在统筹城乡发展进程
中，实现美好人居环境与和谐社会的一同缔造。

一个城市，如何成为以生态文明著称的城市？各地
的探索正在进行中。在北京通州，按计划，“十三五”
期间将建设成动静相宜的水系景观，为城市发展提供良
好的水生态环境；在江苏淮安，80%以上的县区达到了
国家生态县区标准，“绿色”成为名片；在浙江杭州，
法治成为生态文明的有力保障，发展考核中淡化 GDP，
强化生态。

留住“乡愁”，既是为了过去的情感，更是为了美
好的未来。

一以贯之的关注一以贯之的关注

上与下上与下，，古与今古与今

一份诗意一份诗意：：留住故土情感留住故土情感

一种理念一种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

浙江省玉环县建文化礼堂记乡愁。
詹 智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