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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历史文化名城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艺术价值、科学技术价

值和教育旅游价值。国务院把一些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物古迹的城

市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是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保护和发展历史文化名城，对推动城

市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弘扬民族精神，增强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保护和塑造城市的个性特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来说，既是良

好的机遇，又是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在追逐物质财

富和发展的机遇中，忽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一些珍贵的历史建

筑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一些珍贵的历史文化正在悄然消失，城市的特

色和灵魂正在趋同化中脱壳而去。程度深、影响大、情势危急的千城

一面、千楼一面问题，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与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有识之官员、有识之政府越来越多，

许多历史名城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街区得到了有效保护，城市现代化建

设和历史文化遗产浑然一体，交相辉映，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深度融

合，既显示了现代文明的崭新面貌，又彰显了历史文化的奇光异彩。

60 多年来，我在西安这座世界为之瞩目的城市工作和生活。

1983—2002 年，我在担任三届西安市副市长和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期间，主要分管城市建设和文物旅游工作。我热爱西安，西安有过光

辉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东有罗马，西有长安”，中华民族的 “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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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就在我们西安———古长安，使当代西安人感到无比的荣幸和骄

傲。能为西安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做点有益的事情，做点微小的贡

献，是我最大的欣慰和满足。2002 年 4 月我退休后，同王康、杨文晓、

李天顺、史凡、田自立等老同志一起筹建了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

在主持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十余年里，我们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有

关历史文化的书籍、文献资料，还经常同规划、建筑、文物、园林、

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专家切磋研究西安名城的保护和发展问题。正如

《易·乾》讲的: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就是通过学习研究积累

知识，通过请教和讨论弄清道理。我们还同有关专家一起开展调查研

究、项目策划，积极为政府部门决策建言献策。先后召开 《西安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唐代城市建设》《西安城市特色》《西安大遗

址保护利用》《西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与发展》和 《昆明池研究》

六次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六本论文集，组织专家完成 20 多项专题调

研和项目策划。特别是重建昆明池的调研报告引起了省市领导的高度

重视，编制的西安主城区河湖系统规划已被纳入 《西安 ( 2008—2020

年) 城市总体规划》，并荣获 2007 年度陕西省城市规划设计一等奖。

我也热爱我国各个历史文化名城。国务院 1982 年 2 月确定第一批

24 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以来，现在全国共有 122 座国家级历史文化

名城。1987 年 11 月，在山东省曲阜市召开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

成立大会，后改称中国城科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简称国家名城委。

1991 年 11 月，各历史文化名城推举西安市市长崔林涛为第二届理事会

理事长，推举我为秘书长，并将理事会秘书处设在西安市。此后直至

2011 年年底，我一直担任国家名城委副主任 ( 原名副理事长) 兼秘书

长，主持国家名城委日常工作达 20 年之久。期间，我和常务副秘书长

史凡等秘书处同志一道勤奋工作，坚持名城委工作为名城政府服务，



前 言

3

为国家主管部门服务的方针，与各名城政府建立起密切关系，定期召

开全国名城年会、研讨会、经验交流会、专家咨询会，受到名城政府

的大力支持。每年年会和学术研讨会，各名城争先承办，提前两年确

定主办城市。主办城市利用年会契机，推动名城的保护和发展，解决

突出问题，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为推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和兄弟城市的赞誉。

由秘书处编辑的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文集》 ( 一、二、三卷) 分别

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中，

历史文化名城必将闪烁更加绚丽的光辉!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

任重道远。历史呼唤我们肩负起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弘扬民族优秀历

史文化的责任。为此，我把学习历史文化和研究历史文化名城的心得

体会整理出书，形成本书 《历史文化名城研究》奉献社会。希望本书

能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发展工作提供一些资料，发挥一定的积极

作用。若能对读者有点滴启迪、借鉴和帮助，我将感到十分欣慰。

2015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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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什么是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特有的概念，国外一般叫古城或者历史城市。《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把历史文化名城定义为 “保存文物特别

丰富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意义的城市”。可以说，历史文化名城具有

重要的文化艺术价值、科学技术价值和教育旅游价值，是众多城市中具有特

殊性质的城市。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历史文化名城为数众多。国务院 1982

年 2 月 8 日确定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 北京、承德、大同、南京、苏

州、扬州、杭州、绍兴、泉州、景德镇、曲阜、洛阳、开封、江陵、长沙、

广州、桂林、成都、遵义、昆明、大理、拉萨、西安和延安共 24 座。于 1986

年 12 月 8 日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 上海、天津、沈阳、武汉、南

昌、重庆、保定、平遥、呼和浩特、镇江、常熟、徐州、淮安、宁波、歙县、

寿县、亳州、福州、漳州、济南、安阳、南阳、商丘 ( 县) 、襄樊、潮州、阆

中、宜宾、自贡、镇远、丽江、日喀则、韩城、榆林、武威、张掖、敦煌、

银川和喀什共 38 座。于 1994 年 1 月 4 日公布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

正定、邯郸、新绛、代县、祁县、哈尔滨、吉林、集安、衢州、临海、长汀、

赣州、青岛、聊城、邹城、临淄、郑州、浚县、随州、钟祥、岳阳、肇庆、

佛山、梅州、海康、柳州、琼山、乐山、都江堰、泸州、建水、巍山、江孜、

咸阳、汉中、天水和同仁共 37 座。国务院分三批集中公布确定的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共计 99 座。进入新世纪以来又分别公布秦皇岛山海关区、凤凰县、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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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市、安庆、泰安、金华、绩溪、吐鲁番、特克斯、无锡、南通、北海、宜

兴、嘉兴、中山、太原、蓬莱、会里、库车、泰州、会泽和烟台、伊灯、青

州、湖州和齐齐哈尔等城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在全国共有 125 座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另外还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公布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百

余座。

实践证明，国务院把一些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物古迹的城市公布为历

史文化名城，是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的重要措施。保护和发展历史文化名城，发挥名城的独特优势，对推动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对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对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

民族凝聚力，对保护和塑造城市的个性特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 1982

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

展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从不自觉保护，逐步走向自觉保

护; 从单一的历史建筑、古迹遗址保护，走向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遗

址的整体保护; 从分散单项的保护规章的制定，逐步走向比较完整的法规体

系建设; 从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制定和管理，逐步

走向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报批和严格管理。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好、

建设好、管理好，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再创名城新的辉煌，逐步成为各名城

政府和广大市民的共识。

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来说，既是良好的机

遇，又是严峻的挑战和冲击。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发展道路是曲折的，

有着非常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一些历史名城在追逐物质财富和发展的机

遇中，人文精神日渐缺失，造成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城市特色、灵魂在趋

同化中脱壳而去，大批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在推土机机下夷为平地。传统文

化、地域文化不断削弱，有的正在消失。但更多的是成功的经验，名城的保

护和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有识之官员、有识之政府越来越多，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宝贵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构成特色城市的基础，也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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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许多名城在加快实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

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城市文化的保护和弘扬，正确处理历史与现代、名城保

护与城市现代化、名城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使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街

区得到了有效保护，从而使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浑然一体，交相

辉映，既显示了现代文明的崭新风貌，又保留了历史文化的奇光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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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护与发展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永恒主题

历史文化名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兼有保护与发展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

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延续古城风貌; 另一方面要面向未来，

关注民生，建设现代文明的城市。纵观世界各地历史文化城市的发展，正确

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各城市面临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第一节 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历史文化名城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民族悠久历史的见证，是民族智慧的结

晶，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城市和社

会发展的战略资源。保护好、利用好这些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对于保护和塑造城市的个性特色，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竞争力，推动城市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国际交流和

人类文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人说，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在政治上，它代表着国

家形象; 在精神上，它是立国的文脉和国脉; 在社会生活上，它已成为文化

消费的基础和核心资源; 在经济上，它已具备经济的性质，可为国家和地区

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我认为这些话说得很有道理，点出了历史文化名城的

重要价值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意义。

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无一不是通过保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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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存实体而体现的，这些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无论是古城的选址、古城墙建

造、城市整体格局、街巷道路系统、各类市政设施，以及宫殿、官署、祠堂、

寺庙、教堂、民居和店铺等历史建筑，以及古典园林、古城遗址等等，都包

含着早已逝去的岁月给我们留下的弥足珍贵的丰富信息，成为历史的活的见

证。这些遗产资源融合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旦遭到破坏，将不可再生。

历史遗存的真实性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之本。 《威尼斯宪章》 ( 1964

年) 和《奈良真实性文件》 ( 1994 年) 把真实性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基本原

则，已获国际社会共识。我国《文物保护法》和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体现了这一原则。所谓真实性，反映的是历史遗存的本质特征，特

指文物原构、原状，包括它的表面色彩、图饰、纹样和一定规模的环境。对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坚持原真性原则，保护遗存的全部历史信息，还必

须坚持完整性原则，对古遗址、古建筑、民居、街区以及历史村落等等确保

它的完整性，以及周边环境的协调性。

我们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经历了一个渐趋成熟的过程，从不自觉保护

逐步走向自觉保护，从单一的历史建筑、古迹、遗址保护走向历史文化名城

的传统风貌、历史街、遗址的整体保护，从文物和文化遗产本体保护走向同

它们周边环境的统一保护。

第二节 发展好历史文化名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随着生产方式的改进，生产力的不断提

高，从产生固定的居民点开始，逐渐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城市是社会生

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漫长的农耕经济社会，

城市的发展非常缓慢。18 世纪的工业革命给城市发展带来勃勃生机，工业化

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使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

是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产、积累和播种的中心。

城市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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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

加快，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1978—2013 年，

城镇常住人口从 1. 7 亿人增加到 7. 3 亿人，城镇化率从 17. 9%提升到 53. 7%，

年均提高 1. 02 个百分点; 城市数量从 193 个增加到 658 个，建制镇数量从

2173 个增加到 20113 个。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带

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

党的十八大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

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

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发展同样是

第一要务，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城市要建设，这是时代的要求。

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创造出愈来愈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才能给历史文化名城持续注入新的活力。离开活跃的经济要素，失去物力和

财力支撑，城市居民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历史文化名城最终会日益衰

败，变成一座凝固的博物馆。

历史文化名城只有适应人类发展的需要，才有可能不断延续、丰富和更

新。历史文化名城富有成效的保护是以经济持续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

高为基础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很难实施对历史文化遗产的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无论是实施对文化遗产本体及其周边环境的整体保护，

确保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环境的协调性，还是实施对历史街区的有

效保护，确保历史街区以其整体的环境风貌展示这座城市各个历史时期的风

貌特色，并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街区环境，改善居住条件，提高居民

生活质量，延续它的历史功能，特别是大遗址的保护工作任务重、难度大，

要把那些最重要最精彩的千年尘封的遗迹实施有效保护展示出来形成亮点，

以推动大遗址的整体保护和利用。如此等等，都离不开雄厚的经济力量支持，

离不开强大的科技力量支撑。实践也充分证明，在现代化发展日新月异，人

们追求高质量生活的愿望愈加强烈的今天，历史文化名城要实现传统文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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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相融合，不仅需要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规划，同时还需要雄厚的经

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坚强支撑，这是我们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要

保障。因此必须加快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增强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以发展促保护，并努力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使人民大众逐

步感受到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城市魅力，感受到文化遗产的独特价

值，提高保护文化遗产的自觉性、紧迫性。

第三节 正确处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遭受破坏的原因，主要来自大拆大建式的旧城改造。

许多名城的历史街区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过程中受到严重破坏。名城中有价

值的历史街区往往在城市中心部位，或者在古城的重要地区，这些地方是开

发商关注的热点，是敛财的宝地，更是那些城市的当政者要重点改造的地方，

他们雄心勃勃，要在他们当政期间，创造显赫的政绩出来，让 “旧貌换新

颜”。他们没有按历史街区的要求进行保护和更新，而采取大拆大建的方式，

使大量的历史建筑被推倒，大量的文化遗迹被毁灭，历史街区的传统风貌荡

然无存，让人们感到十分痛心。或许他们好心好意，一心想为老百姓办好事，

为城市谋发展，但却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毁灭的历史环境永远不会再生，

造成了千古遗憾。

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历史名城的保护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许多名城

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宝贵的历史文化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挑战资源，是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他们把保护与发展的双重职能有机融为一体，正

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寻找 “保护”与 “发展”的结合点，探索二者相

辅相成、和谐共赢的科学途径，形成了 “寓保护与发展，以发展求保护、保

护与发展并举”的思路。核心是以保护文化遗产为本，在保护的基础上，依

托遗产资源优势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再以经济收益反哺遗产

保护，形成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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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苏州是我国发展较快、经济较发达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 2012 年

经济总量 ( GDP) 为 12011. 65 亿元。按 2010 年常住人口计算人均 GDP 则达

到 10. 24 万元，已经成为全国人均产出最高的城市之一。苏州市认真贯彻国

务院对苏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精神，按照 “要在保护好古城风貌和优秀文

化遗产的同时，加强旧城基础设施的改造，积极建设新区”的要求，正确处

理保护古城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走出了一条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

路子，值得各历史文化名城学习借鉴。

苏州坚持“全面保护古城风貌，建设现代化新区”的方针，在古城两翼

拓展城市空间，古城以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古城以西开辟苏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形成了“东园西区、古城居中、一体两翼”的城市发展新格局，

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也缓解了古城区人口、工业、交通方面的压力。

苏州古城自春秋吴王阖闾建城至今，已有 2500 多年历史。在这漫长的年

代里，历经沧桑变迁，但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城址、规模和布局，古城面积

为 14. 2 平方公里。古城拥有大量的文物古迹，大量的古典园林、古河道、古

桥梁、古街巷、古民居、古坊、古井等更是难以数计。苏州古城具有的重大

历史文化价值在国内外是非常罕见的，是国家和人类的无价之宝。苏州坚持

依法保护古城，早在 1986 年就编制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确定了古

城保护的原则、内容和范围，以后又不断地完善和充实了这个保护规划。并

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强化全体市民的保护意识，使古城保护深入人心。古

城保护明确坚持 “两个保持、一个保护和两个继承”。保持了 “三纵三横加

一环”的水系及小桥流水的水巷特色; 保持了路河平行的双棋盘格局和道路

景观; 保护了古典园林、文物古迹和古建筑; 继承发扬了环境空间处理手法

和传统建筑艺术特色。在古城保护、改造、更新过程中，始终把握三个最重

要的问题。一是严格控制建筑高度，一般都在 24 米以下，古城里，没有一幢

高层建筑。二是严格控制建筑色彩，古城主体色彩保持黑、白、灰三种基调，

古城显得素雅宁静。三是严格掌握不在历史街区里进行民居拆迁和道路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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