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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镇名村，传承着历史的记忆，延续
着历史的脉络，蕴涵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
产，是构建西安城市特色、建设具有西安
历史文化特色国际大都市不可缺少、不可
再生的重要资源。本文集选编论文 30 余
篇，从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保护与发
展的结合上，论述了名镇名村的历史沿
革、演变进程、特殊地位、重要意义; 分析
了名镇名村保护现状、面临问题、保护举
措、未来前景; 多层面、多角度探索了新形
势下西安名镇名村保护与发展的理念、思
路、方向、途径、遵循原则、指导思想，具有
较强的学术性、科学性、实践性、前瞻性，
对推进西安未来名镇名村保护与发展具
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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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华峰

西安，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着辉煌灿烂、光耀
千秋的城市发展史和建都史，其周边又有着星罗棋布、璀璨纷呈、
丰富多彩的古村古镇，它传承着历史的记忆，延续先民智慧创造的
瑰宝，见证着中国农村兴衰脉络的历史。古村古镇是自给自足自
然经济和农耕文明的产物，是先民赖以生存繁衍、安居乐业和连接
城市商贸交换的最基层社会形态，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步定
型的。古村古镇蕴涵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普遍具有脉根性、
多样性、多元性、多层次特征，代表着一个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基础和缩影，
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发源地，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
护、挖掘、展示古村古镇历史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是继承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繁荣社会主义
新文化，推进城镇化建设，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战略
资源。

2008 年 7 月 1 日，国务院公布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为新形势下名镇名村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指明了
方向，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进入由城市向村镇延伸和扩
展的历史新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西安名镇名村的保护，在市、
县区政府的重视下，取得了一定成绩，部分名镇名村的历史文化遗
产得到有效保护和延续。但是，随着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步伐的

·1·



西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与发展

加快，名镇名村的保护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新的挑
战和压力，加之我们工作滞后，保护意识不强，保护责任、保护措施
不落实，名镇名村历史文化遗产大量流失。不少村镇在整治、改
造、建设中，只顾眼前和局部利益，盲目追求拆旧建新，弃旧建新，
无序地大拆大建，致使传统的优秀建筑被拆除，名镇名村的传统格
局和历史风貌、生态环境荡然无存，遭受建设性破坏，名镇名村的
地域特色、民族特色、文化特色和传统景观消失，出现“千村一
面”、“千镇一面”，造成千古遗憾和无法挽回的损失。国务院先后
五批公布国家级名镇名村 340 处，西安至今尚无一处省级和国家
级名镇名村，这与西安历史地位不相称，形势严峻，不容乐观，应引
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认真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必须站在时代
发展的高度，以对历史、对子孙后代、对西安未来发展高度负责的
精神，深刻认识保护名镇名村对推进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构建西安城市特色，把西安建设成具有历史文
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条例》精神上，增强名镇名村保护的紧迫感、使命感、责任感，努
力推进西安名镇名村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西安市规划局积极参与名
镇名村的调研工作，进行了有益探索。我恳切希望更多的专家学
者、社会团体、科研机构积极参与名镇名村的研究，为政府部门建言
献策，新闻媒体要加强宣传、报道，动员社会广泛参与，形成强大合
力，把我市名镇名村的保护与发展不断推向前进!

( 岳华峰:西安市委常委 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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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条例》　认真贯彻《条例》
张富春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国务院公布施行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我国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的第一部国家法规，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一个基础性法规，具
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认真学习贯彻《条例》，对进一步搞好我
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

一、学习《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粗浅体会

学习理解《条例》是贯彻落实《条例》的基础，我通过反复阅读
思考，对《条例》谈一些粗浅体会：

（一）《条例》全面总结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经
验教训，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提供强制性的法律
保障

１９８２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２４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至
今有１１０座国家级名城。２００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了第一批２２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至今全国已有２５１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已达５２９个。国家
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决策《条例》的公布实施，是我
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创举、历史性的跨越，是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由点到面、由分散到整体的重大发展。实践证明，国家把

·２· 西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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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物古迹的城市和村镇公布为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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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越来越认识宝贵的历史文化的自然
遗产，是构成城市和村镇特色的基础，也是城市和村镇经济社会发
展的战略资源。许多名城名镇名村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高度重
视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弘扬，使城市和村镇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
遗产浑然一体、交相辉映，既显示了现代化文明的崭新风貌，又保
持了历史文化的奇光异彩。在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实践中，探索
形成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成熟的成果与经验。

在古城整体保护方面，有平遥、丽江、苏州、扬州、韩城；在历史
街区保护和整治方面，有绍兴、哈尔滨、歙县、镇江、天水；在古遗址
保护方面，有西安汉城、大明宫，邯郸赵王城，安阳殷墟；在近现代
建筑保护方面，有上海、天津；在名城特色建设方面，有聊城、曲阜、
榆林、临海、肇庆等城市。另有民族地区特色古城大理、热贡艺术
发祥地同仁。还有大量的名镇名村至今保存着比较完整的传统民
居、传统生活习俗、民族风情，它们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
族、不同建筑特色的中国古镇古村的典型代表。苏州的同里、周
庄、枫桥镇，浙北平原古朴清雅的乌镇，天津的杨柳青镇，重庆的中
山镇、涞滩镇、双江镇，四川桃坪羌寨，安徽的宏村、西递村，山西的
乔家堡村和陕西韩城市的党家村等等，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
落在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走近古镇古村，不仅可以从物化环
境中去感悟历史，还可以从民俗民风中去亲近历史。但是，我国经
济建设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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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镇名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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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村镇的特色、灵魂在趋同化中脱
壳而去，大批有价值的传统建筑、历史建筑，在推土机下被夷为平
地。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不断削弱，有的正在消失。《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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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全面总结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深刻的经验
教训，第一次在国家法规上提出了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责任，对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申报、批准、保护规划和保护措施作出了强
制规定，提供了法律保障。我们一定要自觉地、认真地学习贯彻
《条例》，把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好、发展好。

（二）《条例》明确了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体系
对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加强三个层次的保护和管理：一是各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二是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三
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从点到面，从个体到整体，明确规定不
同的保护要求和保护方法。《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应当整体保护，保护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
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第二十七条规定，对
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应当
区分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实行分类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名
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应当保持原有的高度、体量、
外观形象及色彩等。第三十六条规定，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范围内涉及文物保护的，应当执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
规定。

《条例》既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提出了整体要求，又对
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地区与历史建筑的保护作了严格规
定。为什么要把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地区作为保护的重
点呢？其一，城市是历史发展形成的。历史街区和名镇名村以其
整体的历史风貌，展现所在城市某个历史时期的风貌特色，反映着
历史文化的脉络，只有通过众多的历史街区和名镇名村，才能给人
们以历史城市的印记和感觉。其二，许多名城的历史街区和名镇
名村的核心区受到严重破坏。名城的历史街区与名镇名村核心地
区常常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成为开发商关注的热点，敛财的宝
地。也是那些城市和村镇的当政者要重点建设改造的地方，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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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任职期间，创造显赫的政绩出来，让“旧貌换新颜”。也许他们
是好心好意，想为老百姓办好事，为城市村镇谋发展。但确实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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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历史街区与名镇名村历经岁月沧桑，往往是基础设施较
差的地方。这里危房较多，道路条件差，供水排水设施不好，通信
设施陈旧，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要求改造居住生活条件的呼
声十分强烈。总之，历史街区与古镇古村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与挑
战。因此，《条例》对于历史文化街区与名镇名村核心保护区实施
严格保护的各项规定，抓住了保护核心，突出了保护重点，是十分
重要的。

（三）《条例》确立了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工作体系
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申报、批准、保护规划到保护措

施，都有明确的规定。使各级政府及其相关主管部门、建设单位和
人民群众都明白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应该做什么，怎
样去做，怎样实施监督管理。

《条例》明确规定了执法主体和法律责任。第五条规定，国务
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
区域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有了这一条
规定，就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和监督管理的工作责任落
到了实处。对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建设单位和人民群众都有
明确的责任要求。违反了规定，就要追究法律责任，从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直到刑事责任。第四条规定，要求各级政府根据本地实
际情况安排保护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有了一定资金来源，名
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工作就会好办一点儿。

二、对西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的思考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是由国务院２００８年７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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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布实施的。
《条例》公布实施几年以来，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认识不断提

高，保护力度不断加强，保护规划日益完善，推动了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保护工作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我
们应该看到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对《条例》
宣传学习不深入，贯彻落实不坚决。特别是名镇名村保护工作起
步晚，思想认识不到位，具体工作不落实。一些名镇名村在城镇化
和新农村建设的快速进程中，仍在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有的为了
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过度开发利用，有人称之为“旅游污染”、“千
村一面”，有的拆毁历史建筑，搞“假古董”，使名镇名村丧失真实
性、完整性；有的缺乏规划和严格管理，片面强调改善居住条件和
生活环境，“拆旧建新”，使名镇名村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遭到
破坏。

国务院《条例》公布后，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根据市建委
委托，结合学习贯彻《条例》，从２００８年５月开始，历时半年，深入
市属区县的名镇名村调查研究，基本摸清了名镇名村和传统民居
的历史与现状，及当前面临的问题。调查的２７处名镇名村大体分
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原基本格局和历史风貌保持良好的５处，占

１８％；二类是原基本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不完整的６处，占２２％；
三类是原基本格局和历史风貌不存在的１６处，占６０％。调查情
况表明，西安地区名镇名村不容乐观。随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的快速发展，一些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名镇名村，已经遭到严
重破坏，留下历史遗憾和深刻教训。针对调查情况和当前名镇名
村保护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会先后向市政府有关部门作专题报
告，就贯彻《条例》执法主体不到位，保护资金、保护措施不落实等
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得到市规划局等部门的高度重视，他
们积极申报了省级名镇名村目录建议名单，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
也在逐步开展。我们深信在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重视下，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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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镇名村的保护工作必将出现新的局面。
西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任重道远，我们要进一步深入贯

彻《条例》，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的关系，把
西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好、发展好。对此，我有以下几点
思考：

（一）充分认识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的重要意义
古村落是先民繁衍生息的聚居地，以农耕、狩猎、畜牧等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古镇是介于城市与农村的人类大型聚居
地，是在商贸、政治、军事等因素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古镇古村
是我国文明社会的发源地，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和缩影，更是历史文
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周天子到秦王汉武直至隋唐，先后有１３个朝代在西安建
都，历时１１４０年，成为我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都
城。在其周边，不仅有诸多京畿赤县拱卫，更有星罗棋布的村落集
镇环绕。

唐代在京城长安设京兆府。京兆府辖万年、长安、鄠、新丰、栎
阳、高陵、蓝田、咸阳、金城、武功、泾阳、云阳、三原、富平、礼泉等

２１县。唐代的基层行政单位是城内设坊，郊区置乡、里，“百户为
里，五里为乡”。据《长安志》载：临潼县（即唐新丰县）在唐代设乡
十八，鄠县唐乡二十四，蓝田县唐乡二十三，栎阳县唐乡二十五，高
陵县唐乡七。关于长安、万年两县的乡里，《长安志》称共有１０４
乡，４３６里。

宋代开始设镇，明清时期，西安地区的村镇格局逐步形成。明
西安府为明朝统治西北的军事重镇和陕西布政司的政治经济中
心。下辖商、同、华、耀、乾、邠等６州和长安、咸宁、兴平、临潼、泾
阳、高陵、鄠、蓝田、盩厔、三原、渭南、镇安、山阳、商南、朝邑、合阳、
澄城、白水、韩城、华阴、阎良、富平、武功、永寿、淳化等３１县，约相
当于今陕西关中东部及陕南部分地区。在今西安市域范围内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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