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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历史建筑保护已渐成共识，
如何才能在保护的过程中发挥历史
建筑在当代的价值，显得更为急迫。

“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使
其对公众发挥更大价值，这也是人类
保护文化遗产的动因。”张杰认为，保
护并不意味着让文化遗产凝固，通过
保护和合理利用，发挥文化遗产在现
实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使其成为优秀
文化表达、传播的基地和源泉，成为
社会发展的促进力量，更让生活在这
里的人们获得精神的归属感、参与的
责任感并得到切实利益，才是对文化
遗产实施更好保护和发展的良策。

保护优秀历史建筑，不仅仅要保
护建筑本身，更要关注它周边的物质
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为此，

《通知》要求，不在历史建筑集中成片
地区建高层建筑。在历史文化街区
及其他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地区，禁止
在对其历史风貌产生影响的范围内
建设高层建筑和“大洋怪”的建筑。
新建建筑应与历史建筑及其历史环
境相协调，保护好历史建筑周边地区
的历史肌理、历史风貌，严格按照保
护规划要求控制建筑高度。

“优秀历史建筑真正的魅力源于
它的历史文化内涵，周边的历史风貌环
境是烘托出它们价值的关键。”张松说。

赵中枢认为，在保护中可以继续
深化“保护外貌，改善内部，提升功
能”的方法。保护外貌，不仅是对历
史建筑本身而言，历史建筑的维修也
要在建筑材料、建筑色彩、建筑风格
等方面充分考虑与周围历史风貌的
协调，这也大大增加了维修的难度，

“但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体现历史
建筑风貌完整性”。

此外，在政策配套方面，赵中枢建
议，要进一步细化历史建筑的管理，建
立自下而上和上下结合的机制；要因
城、因街、因房制宜，体现管理的灵活
性；在符合保护规划要求的前提下，对
于历史建筑维修给予资金上的支持。

“相信，随着《通知》出台，建设、
规划、文化部门协同推进，我们能够
把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和文化旅游、
艺术创意活动发展及改善居住环境
结合起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做，
提升街巷魅力、活力，最大限度地体
现人文空间的回归。”张松说。

（据《光明日报》作者：邱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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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
在保护中延续文脉

历史建筑保护面临诸多挑战

提到历史建筑，我们会想起江南古
镇、北京四合院、岭南骑楼、上海石库门
老洋房……“每一座历史建筑都是一幅
沧桑画卷、一幕历史往事、一段动人传
说。”长期从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总规
划师赵中枢介绍，我国历史建筑点多面
广，是历史城镇和村庄中最基础的部分
之一，“这些历史建筑的内涵和价值十
分丰富，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尽管许多历史建筑具有极其重要
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但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和很好保护。“随
着时代的变迁，其中一些建筑成为不同
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得以保留，更多的
则是被拆除，非常可惜。”赵中枢说。

“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对真正具有

保护价值的历史遗存疏于保护甚至随
意拆除，为建设让路，但与此同时又
不惜筹措巨资打造‘古镇’‘古城’。
这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凸显出在城
镇化进程中，不少地方政府逐利化运
作、超负荷利用，只重眼前利益、不看
长远发展的倾向严重。”清华大学教授
张杰说。

“一个城市的保护，应先要考虑现
在、过去及将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
非常不赞成‘拆真建假’的做法。”中国
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学术
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教授张松说，“许多地方的历史建
筑再造，很多都是‘建设性的破坏’。对
古迹和遗存，要尽量留住它，而不是将
其打造一新，变成所谓完美的样子。”

历史建筑是城市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为什么要保护历史建筑？究竟要
保护什么？这是在探索怎么保护之前
必须回答的问题。

“历史建筑具有普遍性、地域性的
特点，是具有历史文化价值、艺术价
值、科学价值的建筑。”在赵中枢看来，
历史建筑并非城市发展的障碍。历史
建筑不仅仅是城市的物质资源，更是
文化资源，是“一个城市文化传承的重
要载体”，在一座城市中，不同时代的
建筑可以和平互处，互相依存，共同形
成城市发展变迁的脉络，体现城市的价
值特色。

目前，历史建筑保护的一个突出问
题是认识不到历史建筑的价值，也不
愿意将有一定价值的建筑列为历史
建筑。为此，住建部在《通知》中要

求，各地要做好历史建
筑的确定、挂

牌和建档工作。要加快推进历史建筑
的普查确定工作，多保多留不同时期和
不同类型的历史建筑。要注重城市近
现代建筑遗产的保护，做到应保尽保。
建立历史建筑保护清单和历史建筑档
案，对历史建筑予以挂牌保护。

“将历史建筑纳入国家保护范围，
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有了
被保护的身份，一方面扩大了历史建筑
保护的实质载体，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时
空内涵，这对于我们国家文化的传承和
遗产的整体保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补
充。”张杰说。

同时，住建部提出，各地应加强对
历史建筑的严格保护，严禁随意拆除和
破坏已被确定为历史建筑的老房子、近
现代建筑和工业遗产，不拆真遗存，不
建假古董。

“尊重历史绝对不是重建历史。”赵
中枢说，“以河北正定的大成殿为例，建
筑专家梁思成考察过，数学家华罗庚也
考察过，我们不了解的信息，我们的后代
也可以继续考察。但如果建筑这个载

体没有了，历史的信息就终结了，
以后的人就无法得到这些信息，

这会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可以说，不拆真遗存和

不建假古董其实一脉相
承。也只有真遗存被保
护好了、价值被正视了，
假古董才会越来越没
有市场。”张松说。

历史建筑保护
需要系统考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并要求“加
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作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
历史建筑在保护和利用中重
焕生机与魅力，但也有一些历
史建筑伴随着“拆真”和“复
建”的热潮渐渐消失。日前，
住建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历史
建筑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通知》
（简称《通知》），要求各地加强
历史建筑的保护，严禁随意拆
除和破坏已被确定为历史建
筑的老房子、近现代建筑和工
业遗产，强调“不拆真遗存，不
建假古董”。对承载中华民族
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历史建筑，
究竟应怎样认识？保护历史
建筑面临哪些挑战？如何放
大历史建筑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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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洛阳市第十三届运动会暨第二届全民健身大
会田径比赛结束了历时3天的争夺，决出全部金牌。为
备战明年省运会，市运会青少年组项目与省运会接轨，比
赛中涌现了一批“好苗子”。

在青少年女子乙组3000米长跑比赛中，洛龙区13
岁女孩王佳文和她的好朋友伏梦佳一同登上了领奖台。
王佳文以11分58秒的成绩夺得了该项目的冠军，伏梦
佳排名第三。此外，11岁的伏梦佳还夺得了青少年女子
乙组800米冠军和1500米的亚军。

王佳文上初中时就报名参加了学校的田径队，并被
选拔进入市田径体校进行训练。在那里，她认识了同样
来自古城中学的学妹伏梦佳，两人都是练习中长跑项目，
每天下午都会结伴到操场训练。“春夏秋冬都要坚持跑
步，虽说训练很辛苦，但有好姐妹一起，就会动力十足。”
伏梦佳笑着说。

在青少年男子甲组三级跳远比赛中，涧西代表队的
怀晨硕以13米58夺冠，洛龙区的庞世豪以13米52排在
第二名，偃师市的孙昊天排名第三。“我们仨都在市田径
体校训练。”16岁的怀晨硕说，年纪相当、热爱运动，让他
们仨很快成为好兄弟。

“按说怀晨硕应该是我们俩的师兄！”孙昊天打趣说，
怀晨硕是他们中最早进入市田径体校开始训练的，已经
练了7年了。前不久，怀晨硕和庞世豪入选了国家少年
田径队。谈及明年即将举行的省运会，三个大男孩异口
同声笑着说：“当然是冲着冠军去！”

“这届市运会田径比赛是历届比赛中，参赛人数最
多、项目设置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届市运会田径比赛按性别、年龄分成年男子组、成年女
子组、青少年男子甲组、青少年女子甲组、青少年男子乙
组和青少年女子乙组6个组别，每个组别的比赛项目有
所区别，整个田径比赛共进行了跳高、跳远、铅球、铁饼、
标枪等近百个小项的比赛。丰富的项目设置，吸引了各
个年龄段的选手参赛。据统计，本届市运会田径比赛参
赛总人数达638人，是本届市运会参赛人数最多的一个
大项。

本报记者 李冰 通讯员 沈鸿灿 文/图

第十三届市运会田径比赛落幕

涌现一批“好苗子”

11月11日至12日，“乒乓在沃”第五届中国联通乒
乓球挑战赛洛阳赛区晋级赛将在洛阳理工学院王城校区
体育馆开赛。

“乒乓在沃”中国联通乒乓球挑战赛自2010年至今，
已经成功举办四届，是我国参与人数最多、覆盖地域最
广、乒乓水平最高的民间品牌赛事之一，得到中国乒乓球
协会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与广泛认可。赛事面向中国
联通全网客户，赛区设置覆盖全国。本届赛事设7个参
赛组别，男子、女子分设年龄组，新增少年组（10岁至15
岁）与混双组（16岁至60岁）。通过层层选拔，各省分公
司将派出团体队伍出战12月中下旬在广州举行的全国
总决赛。

今年的赛事还将采用智能赛事解决方案，中国联通
客户可通过联通手机营业厅和联通客服微信订阅号中的
线上客户俱乐部——“乒乓在沃”专区报名，系统会进行
智能化分组，实时发布赛况信息、赛事花絮等，实现线上
互动，让赛事服务更加亲民、贴心。 （孙红琴）

中国联通乒乓球挑战赛又燃战火

洛阳赛区晋级赛即将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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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配图均由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