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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

内容概要

《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揭示并解读了如下视点：我国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态势，历史
性城市保护的协调发展观，历史街区的整体保护观，历史街区保护的“有机更新”观，城市建设与加
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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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为一本十年前的书，作者又是那样的身份，在当时明确摆出这样的观点和立场不可谓不优秀，
但图文处理略不太恰当，并且十年间来被现实寒透了心。然后就是，这本书的内容基本摘自单霁翔博
士论文，见书《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同系列另外几本也基本以此为纲，但是填补的内容
能比这本多些。
2、既简约又充实的一本书，读了好几遍才读出其中的味道~
3、第一和第五章用图片大量注水，不过当中三章还是有些货色的。
4、关键是服务很好啦！
5、这位当今是天朝故宫掌门人滴大官，貌似特爱写书，个人觉得他的每一个书名都起得格外诱人精
彩，内容就不想多说了。但如果说是“官员学者”，他貌似又还算可以了~
6、没有想象的好图片质量不是很好内容还行
7、内容有些空洞，主要就两个观点翻来覆去地说：1 城市规划方面支持“梁陈方案”：“发展新区，
保护旧城”；2 历史街区的保护提倡“整体保护，有机更新”，小规模、渐进式、居民参与的整治方
式，在保护历史街区整体环境和文化遗存的前提下为满足当地居民生活而进行必要的调整与变化。
8、thewriterisaVIP,soIcannotsayhisbookisverygood,hehe,butIthinkthisbookisok.
9、努力的读进去，还好，能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比这套书的其他几本，看得容易些。
10、说真的，真没啥用。
11、短短10万字，很多图，5小时便可看完。讲解的很不错哦。讲了精髓。
12、值得城市规划师一读
13、其实只是浏览
14、全局性宏观概括
15、一个博士的毕业论文,案也没仔细看,因为不是我的毕业论文用书
16、前后有些空洞，中间部分关于整体保护观和“有机更新”理论的论述算是言之有物，但看来看去
主要的参考文献都是吴良镛的著作（说这是一本介绍吴良镛学术成果的书也毫不为过），文风更像是
采访稿或者随笔，不像专业著作。图片放的很山寨，突然就是十多张图，有北京有苏州，突然就跳到
摩洛哥和西班牙去了，说明的也过于简单，怀疑是编辑瞎放的。最后没有参考文献，基本术语的解释
也欠严谨。最想吐槽的是编者后记，老先生说：（这本书）都是不成熟的见解，这是需要再思索的实
践。但是编辑“愈是这样，作为建筑与文化的专业传媒人，我们更加感到应使之尽快发表，公诸于世
⋯⋯”“更是我刊为'文化遗产日'宣传的鼓与呼”⋯⋯看你们猴急成什么样儿了！
17、实质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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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由宏观到微观，作者分别在总体规划、古城保护和历史街区保护这三个层面上，论述了我国的历
史城市近几十年来所面临的不利状况。对建国后，特别是九十年代后大量毁灭古城区，有着比较深刻
的反思，对老城何以变成旧城和“废”城、成片改造思路的存在原因、老城区危旧房的形成过程等都
有着比较透彻的分析。对古城区，特别是历史街区在不改变基本形态的条件下，如何维持和恢复生命
力、活力，提出了一些有效的解决办法。最近北京南城、南京南捕厅、聊城、长汀等历史文化名城不
断爆出的被破坏甚至被毁灭的新闻，让该书中提出问题和对策，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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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笔记-第121页

        1、探索小规模整治方式

2、《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笔记-第126页

        ＂有机更新＂理论丰富了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的理论成果，其核心思想是主张按照历史城区内在
的发展规律，顺应城市肌理，按照＂循序渐进＂原则，通过＂有机更新＂达到＂有机秩序＂。＂更新
＂：在保护历史城区整体环境和文化遗存的前提下为了满足当地居民需要而进行的必要的调整变化。
＂秩序＂：建立起既有利于保护历史城区的传统特色，又有利于维护原有社区结构的住宅产权制
度&amp;依靠社会资金、以自助力量为主进行日常维修和小规模整治的机制。概念：实践：＂北京旧
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 烟袋斜街

3、《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笔记-第142页

        一、探索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
缓解在城市性质、规模、布局方面过于集中的压力，也是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二、实施＂跳出旧城，发展新区＂
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新旧城关系问题日益突出。对于历史性城市来说，重新确定城市总体布局结构
，明确新的城市发展方向，就成为城市规划首先面临的战略性问题。
三、树立城市规划中的保护观念未完待续

4、《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笔记-第128页

        P128-140
1、关键措施：以院落为基本单位传统民居院落具有强盛的生命力，经过历史的长期演变，成为最适
合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以及家庭特点的居住形式：既合理安排了每户居民的室内空间，保障居民日常
生活中通风、采光、日照以及舒适性、安全性、私密性等居住需要，又通过院落形成相对独立的邻里
结构，提供居民日常的社交空间，创造和睦相处的居住氛围，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先进哲学思
想。＂微循环式＂保护与更新，即要适应以院落为基本单位进行保护与更新，危房改造不得破坏原有
院落布局和街巷肌理。这意味着今后历史街区内的危房改造项目用地一般仅是一个院落或几组院落，
其建筑面积一般仅为数百平方米或上千平方米。这就需要深化和细化历史街区规划，其中近期详细规
划尤为重要，应做到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深度。以院落为单位的＂微循环式＂保护与更新，不求一律、
不求同时、不求全部，根据居民生活实际需要和历史街区保护规划而定。如果能够做到在不断保护与
更新的过程中建筑主体始终是平缓朴实的传统民居院落，居民主体始终是和睦相处的老邻居们，生活
环境始终是自然和谐的传统风貌，才可以说＂微循环式＂保护与更新是成功的。2、必要前提：界定
＂危房＂与＂旧房＂区分以采取不同的保护与更新对策，前者首先要保证居住安全，后者主要体现历
史文化风貌。......在传统民居院落中，无论是危房还是旧房，往往都是历史建筑，其差异只是房屋质
量问题。解决危房的居住安全问题尤为必要，但不能以牺牲历史文化信息为代价。在微循环下通过积
极修缮＂解危＂，又保证传统风貌延续，摒弃多年来一谈到危旧房改造就想到＂大拆大建＂的思维定
势，坚决纠正为解决一部分危房问题将成片旧房一并拆除的做法。在历史街区内实施拆除的应该只是
那些对历史风貌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建筑物，实施更新的应该只是真正属于＂危房＂的建筑物，保留
与否不能仅以＂危＂与＂不危＂而分，更不应以＂新＂与＂旧＂而论，只能根据传统建筑的保护价值
来决定取舍。3、基本保障：建立长期修缮机制4、有力支撑：社区居民广泛参与5、基础条件：完善市
政基础设施6、根本目的：改善人居环境在历史街区居住着比例较大的低收入和特困群体，在保护与
更新的过程中应当对他们提供更多的扶助。＜华盛顿宪章＞指出：＂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
入不应受到打击，因为这些特征能为这一地区增添光彩。＂应当在保持外貌的前提下，改造内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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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居住条件，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有机更新的任务＂应当努力促进多种效益的取得＂。目前各城市
中心区的土地仍处于升值过程，由于区位因素影响，很多传统建筑开始具有较高价位，经修缮后可多
元化地演绎出各种新功能，如作为民间旅馆、风味餐厅、特色茶馆、民俗展览等对外开放，也可用作
小型幼儿园、福利院、小型会所等设施。但现状是升值未升质，环境好的居住条件都在外围，老城区
没有很好地规划更新。例如南京。。

5、《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笔记-第二章

        最近媒体报道了不少鬼城，像呈贡、郑东等。其实大中城市（特别是古城）在周边建新城的大方
向其实是对的，可惜就是贪大求快，配套不足，规划也未尽合理。

6、《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笔记-第122页

        2、提倡保护传统民居J.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书中强调：＂所谓的老建筑，我指的不是
博物馆之类的老建筑，也不是那些需要昂贵修复的气宇轩昂的老建筑--尽管它们也是重要部分--而是
很多普通的、貌不惊人和价值不高的老建筑，包括一些破旧的老建筑。＂在历史街区里，单独的某一
栋传统民居其价值可能尚不足以作为文物加以保护，但是传统民居建筑群叠加在一起所形成的风貌却
反映了历史街区的整体面貌，从而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目前一些城市里一方面传统民居被大规模破
坏另一方面政府每年斥巨资对文物建筑进行修缮。说明这些地方政府虽有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但对
传统民居保护的概念还不够清晰，没有认识到文物建筑的修缮仅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传统民居也是历史街区的宝贵资源，承载着大量物质和非物质的历史信息，很难想象在失去了传统
民居的情况下，历史街区还有什么文化风貌和街巷肌理可言。特别是在我国各历史城区中文物古迹存
量已经不多的情况下，传统民居更需加倍珍惜。传统民居的重要性

7、《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笔记-第三章

        中国的政治、土地和产权制度决定了，城市政府是城市的所有者和主宰者。而这主宰者的灵魂却
往往由和这座城市的血脉并没有多少关联的一些人来担任。对他们来说，这座城市只是他们为获得上
级青睐，而拿到的一个试验样本而已。能在越短的时间内出成绩，而且成绩越耀眼，他们才能更上一
层楼。这就是中国古城当下所面对的最大敌人。

8、《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笔记-第124页

        3、重视历史街区保护
保护的内容和原则+方法

9、《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笔记-第132页

        今天普遍存在于传统民居院落的危破状况始终成为大规模危旧房改造的理由。但是，过去大量传
统民居院落为什么能够历经百年保持基本完好，其重要原因在于产权明晰。几十年来，住房产权政策
的反复变化使各方权益和责任不清，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公房由于租金低，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维护
，更谈不上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和历史街区风貌的保护。私房“标准租”户的租金也使房主无力承担
维护的责任，同时还面临不知何时被拆迁的危险。上述情况加速了传统民居院落状况的恶化，因而解
决产权问题并保障产权人的权益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实际上，在居民中蕴藏着改善住房条件的极大积
极性，只有明确房产权为他们所有，而且明确房屋所在的历史街区今后不再实施大拆大建，住户才能
积极主动地考虑自有住房的修缮问题。
常看所谓“专家”和“决策者”抱怨中国人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不够，素质低下。随时随地大规模拆
迁和变化产权，还要求居民投钱投精力修缮不是自己家的房子，放在世界上哪个地方都没人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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