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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此由孙全文教授首次以简体中文翻译出版的《古迹维护原则与实务》，是来自于1993年在德国司
徒加特城Kohlhammer出版社出版的本书第二版本的内容。它是由两位多年一起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古迹
维护局工作的专家共同完成的。这两位权威专家对古迹维护的原则和实务的研究，将会为国内的古建
筑保护和文物保护工作提供指导性意见，对于拯救濒危建筑物和城市规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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