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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何谓“十三行历史街区”？应该这样来圈定: 以十三行路为一条横向

坐标轴，以广州古城西濠涌护城河为纵向轴，位于第四象限的十三夷馆建

筑区及其以南至珠江边的地段，位于第三象限、十三行路以北，东起现人

民南路、西至现康王路的和平路、桨栏路及众多的小街小巷历史老城区，

以及第二象限怡和街、宝顺街、普安街残余地带为我们研究的十三行历

史街区。因大部分属荔湾区管辖，排除第二象限部分，总共约40公顷的

范围。

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发生巨大的

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文物建筑，尤其是具有文物

价值、而非文物的历史建筑文化遗产，日益遭受加速拆毁的命运；历史文

化名城再也没有整体保护的可能，城市历史街区一天天在被瓦解、随时都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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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推土机推平，许多文化内涵深厚的历史街区，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十三行历史街区的苟延残喘，也实在令人担心。如何在推土机下抢救我们

民族的文化遗产，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

力，延续中华文脉，促进文化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已作为

一个严肃的课题，摆在国人面前。

十三行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半官半商性质的、国家级的对外

贸易组织。它预示着国际资本主义经济贸易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闭关锁国

的封建主义经济模式。存活了近160年的十三行记载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制

度和特殊的战争背景，构筑了一个对国内政治有重大影响的经贸特区和对

世界文明卓有贡献的国际舞台，在迎接中国近代社会的体制转变中，无疑

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

十三行时期广州所形成的街区、海关、码头、仓库、商馆、驿站、洋

行、公行、园林、寺庙、会馆、工场、税口、炮台、村镇……，曾是“中

国第一商埠”所在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经济“增长极”，对此后长期的

城市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十三行历史街区及其相关历史地段，既是千

年商都、世界名城 —— 广州商埠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开展涉外商

贸寻根旅游难得的空间环境。

本书从保护城市历史遗产、城市核心文化的角度出发，为彰显城市特

色、改善社会生活与物资生活环境，对十三行历史街区的保护规划进行了

必要的探讨。钱不成问题，技术不是问题，时空条件也不是问题！问题是

某些认识、政策、规划、法律不存在科学性、民主性、公正性！作者希望

把整个十三行历史街区开办成一个广义的文化社区博物馆，实现“原地保

护”、“自我保护”、“活态保护”、“可持续保护”，并打造成一个商

埠名城文化旅游区，作为与世界交流的国际名片，让国人引以为豪。本书

可供城市管理、旅游策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环境艺术、风景园林、

文物保护等专业的人士及其大专院校师生参考，也可供关心历史文化名城

和谐发展的广大国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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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历史街区的保护紫线

“十三行”是广州的一张国际名片。“十三行”夷馆所在地的外贸特

区是广州2225年的城建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历史街区。这不仅需要吸取各世

界名城保护更新的经验，更需要划定保护紫线，有效加强管理，构建十三

行专题博物馆，组建商埠文化旅游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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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十三行是广州的国际名片

国务院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城市发展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形成了一个承上启下、影响全国、面向世界的商埠文化“特区”。如何在

新的时代背景下保护利用其历史文化资源，将与之相关的历史遗存、历史

遗址、历史街区、历史地段规划组建“十三行”商埠文化旅游项目网络集

群，以此响应“文化兴省”、“文化兴市”的号召，构建国家重点旅游城

市、跻身世界文化名城，具有重要意义。

一、世界性的商埠文化名城

“十三行”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时间概念、空间概念、经济社会学内涵

的综合性学术名词。它涉及到从广州上至全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历史、地

理、经济、文化、军事、城建等方面的内容。

从康熙二十五（1686年）年起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广州十三

行存活了156年。十三行“一口通商”，垄断中国对外贸易85年，上承唐

宋市舶、下启五口开放， 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某种特别的角色。

“十三行”原本是一个突出的城市地标。今十三行路以南与之直交的

三条“涉外街”与十三夷馆平行一同向南延伸，隔着由填江形成的具有教

堂建筑的外国花园临接珠江边的码头。夷馆区之东为十三洋行及广州古城

楼， 馆区以北是洋行集会会所及其商埠新城区，夷馆以西是由围墙相隔的

商行及关税机构。每言十三行，主要指的就是这片历史“特区”地段。

十三行作为一个官商组织，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财政、税收等经济生

活，在封建地主经济的机体中萌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一个外交

活动组织工具，它参与了不少重大历史事件； 作为一个国际财团，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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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四大家族及世界级的首富；作为一个文化集团，它促进了中华传统文

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拉动了广州西

关及海珠城区的建设。

十三行作为广州“四地说”①的实物证明，具有深远的意义。海上丝

绸之路的终始点，对外开放的国门、中国近代史的滥觞、社会转型期的旋

涡、岭南文化传承与荟萃之地，是今天的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潜能和基

因。 取材什么样的历史文化，采用什么样的建设“体裁”，树立什么样的

思想主题，对发展城市旅游文化产业，保护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关系十分

重要。我们不能再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十三行”，不能再让房地产公

司去任意摧毁破坏十三行文化遗址。我们的任务是要尊重历史，给历史文

化以应有的地位，发掘隐藏其中的特质基因，梳理其有机增长的文脉，实

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可持续发展。

二、海上丝路上的东方大港

“墙内开花墙外香”或许是事物发展的一种规律，事物的优秀特质和

积极作用往往不被掌控的主人翁充分认识或有意回避，而旁观者却清醒地

注意到了。又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也。许多现象说明广州十三

行的国际影响是广泛的。

“海胡泊千艘”，“岸香番舶月”（《清宣宗实录》）。自古国内外

之人对此景象都赋有诗情画意。商品的外销，伴随有艺术的外销，文化景

观的外销。香港展出过（美）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的许多文物精品，不

少来自十三行时期的海上贸易。收藏者不一定看重它们的贸易价值，而是

出于对海上“丝路”起始点让人着迷的土地的缅怀。寄碇于黄埔的美国商

船“亨利马克”号、美国米歇尔•费力斯•科尼 1804 年的外商洋行画，以

及大量瓷器上、漆器上、羽毛扇上、彩色屏风上的商馆图，共同印证了一

① 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处提“四地说“：广州为岭南文化的集中地、海上丝绸之路的

始发地，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海洋商埠文化乃城市本质特征，

并影响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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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十三行时代。

18世纪的“广货”外销，着实让法国人惊呼并引起制造商的恐慌。法

国一篇400万言的博士论文集数家“东印度公司”①原始档案之大成，研究

了中国十三行时期的对外贸易史，广泛涉及到中西双方的政治、文化、伦

理、价值观等许多问题。

约1745年的中国瓷碟，绘有琶洲塔与来往贸易的码德拉斯港及狮子国

徽标。风靡一时的外销画，将十三行百舸争流、万国旗飘的景观传遍全

球。当年在十三行一带画店出口的通草纸画②，国内已几近绝迹，国外却

当成珍宝收藏。18、19世纪的广州风情，也是文化交流的内容。

200多年过去了，瑞典人至今不忘歌德堡号商船三次远航中国的十三

行时期。复制的“哥德堡Ⅲ”号沿当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再次造访广州。此

一事件同10多年前阿曼苏哈尔号木帆船马斯喀特至广州的纪念性航行和联

合国“和平方舟”号的广州海上丝路考察行，一样具有深刻的意义。21世

纪的现代人不分东西南北同样需要历史，如此才能更好地进步。

近来有学者研究指出，18世纪十三行时代的广州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

市场。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32.4%。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一

直都是出超的。偌大的一个“清帝国”，只广州“一口通商”，使之在世

界航海图上处于“东方大港“的重要位置上。

250年前普鲁士商船首航广州，为此专铸的普鲁士银币上国王头像的

背面，刻有精细的十三行商人全身像，足见十三行的国际影响之大。200

多年后的德国领事、丹麦领事仍在查找十三行时期客死广州的本国商人。

香港、澳门、新加坡及世界各地的华人世界，对十三行的历史是永远不

会忘却的。因为正是这段历史，中国人才开始密切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

①  东印度公司为十六至十九世纪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对印度

和东南亚各国以及中国经营垄断贸易特许设置的公司。该公司不仅从事商业活动，而

且享有独立国家主权，拥有政治和军事权力。

② 通草纸画乃以华南通脱木茎髓为原料制成的纸，特制颜料作画，经光的折射呈斑斓

缤纷的效果。十三行后期大量出口欧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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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州名城的一段辉煌史

“十三行”的时间标志作用，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封闭型的农业

时代不自觉地进入商品货物流通时代是需要经受一阵社会阵痛的。近代史

上的各种政治思想主张皆由此而生。当国人对世界商品流通制度还没完全

调适好自己的时候，我们又曾进入了一个自我比较封闭的历史时期。偌大

的中国，还是在十三行这块土地上只进行春秋两季“一口展销”活动。

当代国人已经愉快地进入了“WTO”世界贸易组织，更有必要重温

“十三行”那段历史。十三行的毁灭，实际上就是清政府约束外贸活动的

“广州制度”①的覆灭。制度的开放改革、对经济规律的认知运用，就会

焕发出巨大的潜能。制度变革的过程寓意着一场社会大进步。

塑造“十三行“的空间地标旅游景观无论怎样评判也不为过。世界上

知名的事物，总要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一种视觉景观实体形象。十三行的废

墟形象之隐含性早已逝去，今日开发过度期的招徕性（无形价值）却让房

地产商吞了，今后十三行商埠文化旅游区的行销性形象，应该实实在在地

还给广大人民群众。有了十三行的地标景观作用，就能让人们捡回被丢弃

的那段历史。让天下的游人知道地球上的这个坐标点给人们应该传达些什

么样的信息和美好的意象，并使之成为当年各通商国凝聚“十三行”情结

的人们作“觐见”的圣地。

另外，一个城市的有机构成决不只是一片孤立的“蕃坊”驿馆。与

“十三行”相关的城市要素还有许多，是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

系统，全面而完整的铸就了商都广州的形象。这一点正好符合史迹文化旅

游的特质。落实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上，有必要围绕主题加以整合。如

十三行夷馆区、西堤、沙面、沙基涌、六二三路、人民南路、桨拦路、怡

和街，以及琶洲、黄埔、海幢寺、芳村花地等就是一系列颇具故事性的历

史事件大舞台，在此上演过一部中国社会转型变革史。“泛十三行”的含

①  为规范对外贸易和约束外商行动，清政府制定了一套滑稽的管理制度。外商称之为

“广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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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大概就在这里（图1.1.1）。

十三行商埠文化旅游区应该成为国际性的品牌。它是千年商城，千年

港城的代表形象之一。它不仅可以成为“十三行商人”、“广东商人”，还

可以成为外国商人及水手后裔、学术研究人员重要的关注对象。瑞典国“哥

德堡Ⅲ”号重访十三行，就是有力的证明。通过名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

划，名城城市景观环境艺术设计，通过具有历史文化内涵和渊源的主题性公

园建设开放，让“十三行”的历史轴联系起世界各国的“帆船时代“，让

十三行的景观轴贯穿起广州历史街区的文化艺术空间，营造有国际影响的

商埠形象氛围。

十三行，让广州走向世界！

图1.1.1 “十三行商铺文化遗产”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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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历史街区保护的国际经验

在我们中国，要完整地保护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

情，而且老早就不可能了。究其原因，谁都明白，谁也不想在多说了。后

来退而求其次，尽量地保护一些名城的历史街区，让历史街区还能勉勉强

强保留一些名城的历史风貌，多多少少还能唤起人们对整个城市的历史记

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也不为要求过分吧！然而在接下来的时日里，我

国的历史街区也一个一个地被推土机推掉①。

一、国际社会共识的普世价值

城市历史街区集中了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

富，保护文化遗产不仅是每个国家的重要职责，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

义务。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城市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又是社会经济的文

化景观。历史文化是城市过去的记忆也是未来的展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是延续历史文脉，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罗哲文先生把文物古迹归纳成三个价值和五个作用。三个价值，即历

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五个作用，既是激发爱国热情和增加民族

自信心的实物，是研究历史科学的实物例证，是新建筑设计和新艺术创造

的重要借鉴，是文化游憩的好场所，是发展旅游的重要基础。

《内罗毕建议》指出：“历史地区及其环境应被视为不可替代的世界

遗产的组成部分。其所在国政府和公民应把保护该遗产，并使之与我们时

代的社会生活融为一体作为自己的义务。”它明确指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具有社会、历史和实用三方面的普遍价值，以及对城市环境及城市发展的

①“推土机推走中国文化遗产？” 见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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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各国城市建设的战略发展方向；是拯救世界

濒危文物古迹的需要；是城市发展文化观光产业的需要。城市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意义不仅仅在于保护城市历史发展的轨迹、保留城市的记忆，也不

只是继承传统文化，以延续民族发展的脉络，它同时还是城市进一步发展

的重要基础和契机之一。

二、历史文化保护的艰难历程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人们对保

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是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经

历了从保护文物古迹、历史地段、到历史城区及其自然与人工环境的过

程。内容越来越丰富，内涵也越来越广泛。

欧洲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从20世纪开始的，随着城市建设

的扩展，加深了人们对历史文化保护的意识，公众的广泛参与推动了轰轰

烈烈的历史保护运动；与此同时，各个国家也纷纷通过立法保护历史建筑

和城市遗产。

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第一个获得国际公认的城市规

划纲领文件——《雅典宪章》，其中就提及保护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

1964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

技师国际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国际古迹保护和修复宪章》又称《威尼斯

宪章》，它提出了文物古迹保护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方法。同时也指

出了保护城市环境的重要性，但其出发点还是针对文物古迹、古建筑群和

古遗址。《威尼斯宪章》的制定是国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一个重要

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观念和研究方法日趋成熟。

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巴黎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概念，开辟了

保护领域的新天地，肯定了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存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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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只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史上一切伟大里程碑的托管者。

1976年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简称

《内罗毕建议》指出：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

及相应的建筑群，都是保护的对象，并不是什么“三旧”“四旧”的东西

一拆了之。同样的历史遗存，国外称“老”，国内称“旧”，一字之别，

鲜明地映射出不同的认识水平、态度和政策。

1987年通过的《保护历史城镇与街区的宪章》（简称《华盛顿宪

章》）是继《威尼斯宪章》之后又两个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的国

际文件。它们将历史文化保护从文物古迹保护拓展到历史地段、历史街区

和历史园林，并强调历史文化保护必须与社会发展相结合，保护与城市规

划、城市设计密切相关。

当今，文物、文化遗产的概念得到了拓展。保护的对象从过去的宫殿

等延伸到普通的民居、商业生产用房。保护的深度从登记准文物到一般文

物古迹，从国家文物到世界遗产，都在保护的视野内。文物、遗产时间的

上下限从远古一直延续到当代。保护的方式从静态到动态、从政府到全

民、从孤立的保护到整体的保护、从固态保护到活态保护、从封闭型到开

放型、从精英保护到大众自觉保护……，提高到了更为科学先进的程度。

综上所述，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演进过程。有保

护可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保护各种作为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建筑与环

境，再进而保护与人们当前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历史环境地区；有保护物

质实体发展到非物质形态的城市传统文化，从保护对象、保护范围、保护

方法上都有了新的突破。显现了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已成为全人类的共

同目标。

十三行历史街区值得保护的东西很多。除了物质环境外，还有浓郁的

地方民俗特色、典型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应从单纯建筑实体

保护的思想，演进到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文化特色、街区在历史上的

功能作用都加以保护的综合概念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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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原则

城市、特别是文化名城，保护历史街区应细化为以下六方面的内容：

街区建筑的保护、街道格局的保护、建筑高度与尺度的控制、基础设施的

改善、居住人口及居住方式的调整、街区功能及性质的调整①。

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在上述的几个国际文件中均有涉及，在

《威尼斯宪章》中提出了文物古迹修复的原则“各个时代为古迹建筑物所

作的正当贡献必须予以尊重，因为修复的目的不仅是追求风格的统一。”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阮仪三认为应遵守四个可行性原则：

原真性 （Authenticity）,又译原生性、真实性、确实性、可靠性。主要

有原始的、原创的、第一手的、非复制、非仿造等意思。要保护历史文化

遗存原先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要保护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信息，整

治要坚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则”。维修使其“延年益寿”而不是

“返老还童”。修补要用原材料，原工艺。原式原样，以求达到其历史本

来面目。

整体性  一个历史文化遗存连同其环境一起存在，保护不仅是保护其本

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的环境，特别对于城市、街区、地段、景区、景点要保

护其整体环境，这样才能体现出历史风貌。整体性还包括文化内涵所形成的

要素，如街区就应该包括居民的生活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环境对象。

可读性  历史遗物就会留下历史的印痕，我们可以直接读取它的“历

史年轮”。可读性就是在它的历史年轮上可以读出它的历史，就是要承认

不同时期留下的痕迹，不要按现代人的想法去抹杀它，大片拆迁和大片重

建就不符合可读性的原则。

可持续性  保护历史遗存是长期的事业，不能急于求成。保护古城不

仅是为了保存珍贵的历史遗存，重要的是留下城市的历史传统、建筑的精

① 阮仪三、王景惠、王林.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

社，2004.1.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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