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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南京，历史悠久．人文荟萃。1993年3月13日，在汤山发现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表明35

万年前即有人类在此生活。相传当年诸葛亮途经金陵，对南京“地拥金陵势，城回江水流”的山

川形胜赞叹不已，称其“钟山龙盘，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从公元前473年越国在长干

里筑“越城”起．南京已有2470多年的建城史。自东吴起，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南唐、

明、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在此建都，共计约450年的建都史，因而南京历来享有“六朝古都”、

“十朝都会”的盛誉。近年来。南京古城的历史风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但是山川形胜仍保持完好。古都格局相对完整，明代四重城郭的格局依然可循，明都城城郭大

部分得以保存。城内南唐、明代、民国的历史轴线清晰可见，各类文物古迹和历史遗存也都得

到有效保护。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同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名单，南京是其中之一。1984年，南京市规划局会同市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编制了《南京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方案》，首次提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要从城市整体着眼，从环境风貌、

城市格局、文物古迹、建筑风格四个方面着手形成保护体系，次年上报市政府。该规划虽未按

程序报国家单独批准，但在实践中对南京的名城保护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1992年，随着城市

总体规划的修编，《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作了相应的调整，增加了对地下文物的保护，

加强了历史文化展示．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21世纪初，结合城市总体规

划的调整．名城保护规划作了进一步深化、完善。按照保护城市整体格局与风貌、历史文化保

护区和文物古迹三个层次。从五个方面(在原有四个方面的基础上增加了“挖掘历史内涵”)实

施保护，在全市域范围构建起历史文化保护框架，并在城市发展战略上，明确提出“保老城、建

新城”的发展思路；在保护策略上，提出建立历史文化遗存展示体系，以进一步优化老城功能，

提升城市品质。

在历次名城保护规划的指导下．南京市规划局组织编制了一系列对城市建设有指导意义

的各层次的保护规划。划定了第一批、第二批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即文物紫线)：编制完成了十二片环境风貌区的保护和利用总体规划，并结合景区建设和历

史文化保护编制了一系列重点地区的详细规划；开展了十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详细规划；编制

了《南京市明城墙风光带规划》及一批文物古迹和重要近现代建筑的保护规划；编制了《南京老

城保护与更新规划》，并结合城市环境整治编制了一批实施性规划；等等。这些规划的制定和具

体保护措施的落实．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高潮中起到了保护文物和周边

环境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城市按规划有控制地发展和建设。

在名城保护规划及相关规划的指导下．秦淮风光带、雨花台纪念风景区、汤山温泉一阳山

碑材风景区等一批环境风貌区得到保护性开发；明城墙的历史文化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和广

泛认识，并开始进行环境整治和分段修复；中山东路近代建筑群、夫子庙传统文化商业区、高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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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等历史文化保护区得到保护与整治；朝天宫、甘熙故居及梅园新村纪念馆等重要的文物保

护单位得到了修复；近现代建筑的保护与利用得到了有效的推进；新建了近代史、明城垣、静海

寺、云锦、民俗等博物馆。南京的古都文化品质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第一常

历次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十朝都城给南京留下了灿烂的文化习铂众多的卉迹。但由于千百年来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文

物古迹损毁严重，有的已濒临灭绝，急需保护和抢救；同时，人口和产业的不断集聚，环境污染

日益加重。加上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与古都保护的矛盾日臻突出。1982年2月18日，国务

南 院批转国家建委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国发[1982]26号)”，公布

京 了包括南京在内的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24个)，并要求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鞭 划定文物保护范围。同年6月，南京市政府召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8月23日，公布了
”二竺 第一批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142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中山陵、明孝

。 陵、天王府3处。1983年底国务院在对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将“著名卉都”定为

主 南京城市性质之一。据此，南京市规划局会同市有关部门，在现状调查、特色分析的基础上，于

1984年10月完成《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方案》，提出了建立城市整体格局、环境风貌、建

筑风格和文物古迹4个层面保护的设想。随着对历史文化内涵认识的不断提高，1992年、2001

年结合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和调整，又两次编制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1 984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方案】

同年10月由市规划局、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规划包括前言、都城史略、特色和现

状、规划设想和保护利用措施5个方面的内容。总的设想是：从进一步发挥南京的山、水、城、林

交融一体及气度1灰弘的特色出发，综合考虑城市的环境风貌、城市格局、建筑风格和文物古迹4

个方面，划出若干片自然风景和文物古迹比较集中的重点保护区(市内5片、外围4片)，以及

一批分散的重点建筑群的保护范围．同时以明朝城恒、历代城濠、丘冈山系和现代林阴大道为

骨干，形成保护性的绿化网络，连接各个片区和建筑群，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保护体系。

1注：1992年3月及2006年6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分别公布第二批(138处)、第三批(159处)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名

单。截至2006年6月10日(中国首届遗产日)统计．南京市共有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27处、63点。省级100

处、107点．市级260处；市级以上共387处，430点。



规划对市内5片、外围4片重点保护区初步划定范围并提出规划建议。其中：

市内5片为钟山风景区、石城风景区、大江风貌区、雨花台纪念风景区、秦淮风光带。1．钟

山风景区包括紫金山、玄武湖，山、湖的连接地带白马村，以及环湖的富贵山、九华山、小红山

等若干低丘和城垣、城堡等。规划要求将明功臣墓纳入风景区保护圈内，玄武湖周围需保持

山、城为背景的特色。小红山公园因是六朝“上林苑”遗址，可布置六朝石刻复制品，局部辟为

六朝特色的园区。整个风景区应进行专题规划。2．石城风景区包括清凉山、莫愁湖、乌龙潭、古

林、石城门等公园，北及狮子山、四望山等沿城诸山，秦淮河、明城垣及虎踞路是串联整个景区

的三条纽带。规划要求修复汉两门瓮城辟为石城门公园，虎踞路两侧山丘加强绿化。保持自然

山形，城墙与秦淮河之间，除必要的码头堆场用地外，一律划为滨河绿地。3．大江风貌区包括

燕子矶公园、幕府山、老虎山、象山及沿江十二岩洞名胜。经大桥公园。西连惠民河老江口规划

公园及其以南的下关滨江市区，东接乌龙山。规划要求白云石矿明确开采范围，开矿完毕后，

恢复植被，利用山基地开辟高层建筑区，停止其他一切开山采石；同时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建

设好下关滨江市区、上元门港区和新生圩港区。4．雨花台纪念风景区包括雨花台烈士陵园、菊

花台九烈士陵园等陵墓及望江矶、花神庙一带的山丘绿地。规划要求陵园四周增加绿化气氛，

禁止挖砂采石，陵园周围的建筑高度，不能超过主峰(标高60米)；拓宽雨化路至45米，两侧建

筑在一定纵深以内不超过三、四层，并能适当反映传统建筑风格。5．秦淮风光带系指东水关至 筻

西水关的内秦淮河沿河地带，包括两岸的街巷、民居以及夫子庙地区、白鹭洲公园、瞻园、中华 章

门城堡等，保护范围界定为沿河两侧街巷以外各30米的地带。规划要求在今后的改造中，尽 馨
可能保持整个风光带(包括门东、门西城区)的古街巷格局，并以乌衣巷、琵琶巷、殷高巷、鸣羊二=篱

街、高岗里为重点保护范围。(图9-1) 嚣

市区外围的4片为栖霞风景区、牛首祖堂风景区、汤山温泉与阳山碑材疗养游览区、江浦 嗣

老山森林风景区。1．栖霞风景区包括栖霞山、南北象山等山丘，总控制范围为26．5平方公里。

规划要求保护好自然山林景色，以“秋栖霞”为特色，开发登LJJ望江的新景点，严禁开山采石；栖

霞古镇为南京外围的旅游服务基地之一；在仙鹤门仙鹤观的东南麓或聚宝⋯的南麓，开辟“六

朝石刻公园”．将相当一部分不便保管的六朝石刻迁移集中。2．牛首祖堂风景区包括牛首山、祖

堂山、方山、东山、戴山及秦淮新河，规划以秦淮新河及其绿带为纽带，联系各名山胜景，恢复

“春牛首”的美名；禁止在景区内采石、挖泥、开矿，积极筹划修复唐塔、宋塔，铺设游览道路。3．

汤山温泉、阳山碑材疗养游览区规划以阳山山脊和山脚为界。划定碑材及古采石场两个保护

圈．保护圈内不得采石。4．江浦老山森林风景区包括林场、狮子岭、汤泉、珍珠泉等名胜，珍珠泉

近期将辟为公园。

规划在市区内划定一批需要重点保护的文物与重要的建筑群，共12片(处)：朝天宫(拟辟

为南京古代历史博物馆)、天王府(将办成南京近现代历史博物馆)、瞻园(恢复完整面貌)、梅园

新村、渡江纪念碑、明故宫遗址(与午朝门共同组成明故宫遗址公园)、鼓楼、五台山体育馆、江

东门南京惨案万人坑纪念地、长江大桥、民国时期有代表陛的公共建筑、民国时期有代表陛的

北京西路两侧新住宅区。规划分别提出了规划设想和保护要求，同时考虑到对文物古迹点的保

护．对市区内的76处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两个层次的保护范围。

建立市区内的保护网络，由城墙、河道水系、道路街巷格局等组成。其中对于城墙，规划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圈9 l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案——保护规划罔(1984年

求维修现存城垣．重点抢gdJn固中华门军东水关段．整修中华I]城堡：城墙两侧，特别是城、河

之c1：【1．全部辟为环城绿带。城墙内侧15米以内．外侧与扣’域河z删均为保护范斟，要逐步拆除

与景观尤关的建筑。幺武湖边的煤气柜必须迁移挹汀I j两侧、石头地附近、中华门外两删、九

华Il J城墙内外等地段的违章建筑，近期宅耍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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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从控制市区规模、规定保护范围、整顿和清理、恢复利用和开发、继承和发展、加强宣

传和立法6个方面提出保护规划措施。要求对市区内的文物古迹、古建筑、古树名木和风景区

划定保护范围。提出在有计划地分期分批修复或重建重点文物建筑的同时，将文物保护与利用

相结合，把南京建设成为具有古都特色的现代化城市。

【1 995年的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指导下，多层次的规划在不断深化，

许多设想变成了事实。如对绿线、蓝线、红线、紫线的具体划定，市区内5片重点保护区的保护

以及秦淮风光带的建设等，南京历史文化资源和古都风貌在总体上得到有效的保护。但仍存在

着诸多不足，如保护规划未单独上报批准，且局限于总体规划阶段，规划描述性语言多、规定性

条文少，规划管理、用地控制时难以操作；对“地下遗存控制区”、“历史文化保护地段”、“环境风

貌保护区”等未做出明确界定，以致在开发热潮中个别片区被任意侵占、范围逐年缩小；对于已

毁的历史文物的重要价值认识不足：对非物质文化等具有地方特色的遗产未能引入规划中来

等。随着城市范围的进一步扩大(由一市三县扩大为一市五县)、第二批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的确定、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的全面展开和对“著名古都”认识的深化，市规划局、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会同市文物局进行了《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1992年底完成。

规划在原名城风貌、古都格局、文物古迹、建筑风格的保护基础上，增加历史文化的再现和

创新，从5个方面提出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并在全市范围内，划出若干片自然风景和文物古

迹比较集中的重点保护区。确定了一批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地段和地下遗存控制区。

对于名城风貌的保护，此次规划将原规划中的市区内、外“内五外四”风貌保护区，调整为

以明都城为界的“内六外七”，即在原市区“五片”的基础上，增加了明城垣保护带；在原市区外

围“四片”的基础上增加金牛山金牛水库风景区、无想寺风景区、固城湖风景区3片，全市共形

成13片风貌保护区。其中明城垣保护带，规划要求采取“全面保护、整治环境、逐步修复、开发

利用”的保护措施，建立城、河、林、路四位一体的概念，对城墙进行抢救性维修，充分展示南京

山水城林交融的城市风貌。对于新增的风景区，规划要求金牛山金牛水库风景区依托冶山镇，

开发金牛山、金牛水库的风景资源，建设桂子山石柱林景点；无想寺风景区修复无想寺，恢复

“洞壁琴音”等景点，开发建设无想寺度假疗养区；固城湖风景区包括固城遗址、固城湖、花山、

玉泉寺以及淳溪老街和保圣寺塔，重点保护淳溪老街，加快制定固城遗城保护规划，开发花山

景区。恢复玉泉寺，开辟淳溪一固城水上游览线。此外，规划还提出汤山温泉一阳山碑材风景区

要充分挖掘汤山猿人的丰富内涵，汤【¨镇定位为旅游疗养城镇；老山森林风景区依托浦口、汤

泉两镇。规划建设“南京长江旅游开发区”。

对于古都格局的保护。规划分别从城市的三条轴线、明代四重城郭、道路街巷格局、河道水

系4个方面提出保护要求。规划要求继续保持中华路地区的商业服务用地性质，道路两侧的建

筑形式及风格应与整个城南地区的历史风貌相协调，从长乐路到中华门．沿街建筑在30米纵

深内。高度控制在12米以下。维护御道街两侧已有绿带，强化轴线效果，烘托明故宫的气势。中

山路、中山南路、中央路沿街建筑应充分体现国际化大都市的市容面貌。明代四重城郭的保护



则结合城市外环绿带的布局。将外郭(土城头)纳入古都的保护网络，突出明城内城垣依山就水

不规则的特征；将全长34．3公里的明城垣作为一个整体来保护，划定城墙的保护范围．明确城

外以护城河对岸15米绿带为界，城内以城墙所依附的山体外围坡脚为界，无山无水及无自然

与人文景观地段的城墙，向内、外墙面各外延15米为保护范围。并再外延50米为建设控制地

带。规划将明故宫地区列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地段，要求注意对地下遗存进行控制：重点保

护中轴线上从午朝门至北安门桥的地段，以及对皇城、宫城具有界定作用的明御河、玉带河；在

现有基础上建明故宫遗址公园和明代历史博物馆。

对于文物古迹的保护，规划要求根据南京的具体情况，按3种方式对全市281处市级以上

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1．对分散分布的单个文物古迹，分别划定保护范

围和建设控制地带。2．将文物古迹集中分布的重要区域，或具有独特风貌的历史地段，划为“历

史文化保护地段”，共8片(明故宫地区、朝天宫地区、夫子庙地区、天王府一梅园新村、传统居

民保护区、中山东路近代建筑群、颐和路“公馆区”、杨柳村古建筑群)，对区内的各文物古迹分

别划出保护范围。3．对历代宫城遗址、历代陵墓、墓葬区、重要的古城遗址、重要的古建筑遗址

等划定地下遗存控制区。

对于建筑风格的保护，规划分别就传统民居、近代建筑、民国时期有代表性的新住宅区提

南 出保护要求。其中：对传统民居，以有重点地分片保护为原则，在立足现状与可能的基础上，划
哀 出门东、门西、大百花巷、金沙井、南捕厅5片重点保护区。对近代建筑，包括民国时期有代表性
一

的公共建筑和新住宅区(公馆区)两部分，规划要求对其加强维修和保护，划定保护范围，并对

二兰 周围的环境提出必要的控制要求。逸仙桥一中山门，沿中山东路两侧各100米范围，作为近代

_ 建筑环境协调区；对新住宅区(公馆区)，规划提出宜保持小体量、低密度、多种建筑形式、较多

考 绿化庭院的特色。

对于历史文化的再现和创新，规划将通过改变原历史建筑的功能，建立古代历史博物

馆、近代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历史名人纪念馆、民俗风情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

科技博物馆等7大博物馆系列；重视旧城内的历史文化积淀，体现隐形文化的内涵，在旧城改

造中创造出富有特色的新景观，如修复大报恩寺、新建狮子山阅江楼。恢复凤凰台、周处读书

合、愚园等；在古代遗址建立标志物系列和在重要地段设立城市雕塑系列等措施来予以实现。

(图9-2)(图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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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主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图f 1 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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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2()l J(J年6川，城if J总体规划IJm牡r作全【fI『J馕开，l仃规划局埘崩』l的城r汀宅删特也提⋯厂

“俅护¨l水、发}嚏#蜢林、轻4筑系统、强化栩：忐”的思路，引时协史文化幸．，城保护舰刖在勺；施的过程

。h侏护、摊制、深化的力度t，I刮类城市_}=『]比存“+定的箨距．⋯屿有影响的协虫文化0}点、疑

[夏波铂做保丰』1‘_利川f一【羊细规划．规划确定的历尘文化保护地段、义物点、r’i河道等，f“悄决乏

政境措施f求障，仔往不州f节度的消失祠时融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尚未形成，蒋躬c’，都特色

不19 J渺等状况，11】规划局委托l“规划设计研究院进行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i脚整j：作，并

r㈨年i2月钠步确定保护规划框架和卜要内容，2002匀‘4 1r]编制完成．5川通过全幽有关等

家论【儿6』|向nJ民公永，9月修改完成，达到单独报批要求。(I耋】9-4)(图9-5)(圈9-6)

图9-4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主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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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主城文物古迹分布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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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9—6 南京历史又化名城保护规划——市域历史又化名城保护规划罔(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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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原保护规划中的部分内容与现实不符或与新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以及保护对象本

身及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问题．此次规划分4种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1．针对某些重点片区

(特别是环境风貌保护区)的保护范围定得过大或过小的情况，规划从环境景观保护的角度。综

合考虑周围土地利用现状和规划情况以及该地区未来发展等因素，提出合理的保护范围和控

制要求；2．对原定保护范围内保护对象被严重损毁或已不复存在的片区，规划将根据实际情况

缩小或取消保护范围；3．结合城市文化设施的规划，调整博物馆系统的具体内容，在现有博物

馆设施基础上，逐步建立历史、艺术、民俗、科技等博物馆系列；4．强调重视旧城内历史文化的

积累，挖掘历史文化内涵，继承和发扬南京的传统文化和建筑风格，运用各种手段创造出富有

地域文化特色的新景观。而不强求恢复和重建目前不存在的文物古迹。

规划坚持“抢救、保护、继承、发展”的方针，以保护与控制、利用与展示相结合，系统保护与

重点保护相结合，名城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相结合为原则，以体现南京“著名古都”的城市性质

和建设富有文化特色的国际影响较大的历史文化名城为规划目标．提出了南京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规划的保护框架。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框架

物质要素的保护

城市整体

格局和风貌 霍警釜l l文物古迹保护区 I I一““一

历代轴线

明代城垣

道路街巷

河湖水系

环境风貌

历史街区

古遗址区

古建筑群

传统风貌区

文物保护单位

近代优秀建筑

古树名木

地下文物

非物质要素的保护

历史文化遗存

展示体系

博物馆系列

标志物系列

非物质文化系列

保护规划内容分物质历史文化和口述及非物质文化两大部分，前者包括城市整体格局和

风貌的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文物古迹的保护三个层次，后者则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化

遗存的展示方面。

1．对于古都格局的保护．规划分别就保护历代轴线、城池、河湖水系和道路街巷提出要求。

增加了对内桥至鸡鸣寺一线及其两侧地带(六朝时期中轴线)的保护要求，要求密切注意六朝

时期地下遗存的埋藏情况。调整民国时期的保护轴线为中山大道，包括中山北路、中山路和中

山东路，要求保留原道路形式和若干有代表性的环形广场(特别是热河路、鼓楼、新街口广

场)，保护沿街近代优秀建筑及其环境，择机恢复中山路三块板的断面形式及绿化风格。对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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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水系、桥梁保护规划罔(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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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环境风貌的保护，此次规划强调维护自然山水的永恒性，注重对山形水态格局的保护

和对自然景观风貌的保护，并尽量予以显现。重点保护城中由东向西的钟山、富贵、九华、鸡笼、

鼓楼、五台和清凉诸山，城北连接城两的栖霞、乌龙、幕府、狮子、四望、四明诸山，以及城东连接

城南的青龙、黄龙、雨花台、牛首、祖堂诸山。水系突出保护秦淮河水系、金J|I河水系、历代都城

护城河水系和玄武湖、莫愁湖、前湖等水面。’

主城内的石城风景区要结合明城墙风光带的建设，新建狮子山、石头城等公园。将雨花台

纪念风景区调整为雨花台一菊花台风景区，要求严格保护风景区内的自然山体和绿色植被，保

证与南部牛首祖堂风景区有较好的连接度；逐步建设花神庙公园、丁墙山水公园、菊花台观竹

公园等公园绿地。雨花路应保持100米宽的视觉通道，路面宽度与中华路一致，两侧建筑高度

不宜超过18米，并适当延续中华路传统建筑风格。调整大江风貌区为幕府山一燕子矶风景区，

要求尽快停止区内的开山采石及江滩挖沙、堆沙活动，加速恢复幕府山植被，按风景区的要求

进行规划和建设；现有的工厂、仓库、部队等应限期搬迁，现存的居民点逐步拆迁置换；现有的

建设用地应尽可能向绿地、广场和公共设施转换；新建高层建筑必须进行景观评价。秦淮风光

带将门西的愚园(胡家花园)和朝天宫纳入规划范围，以夫子庙、瞻园、中华门瓮城、愚园和朝天

宫为核心。(图9-8)

青 主城外的牛首—祖堂风景区要打破行政界限，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结合城市建设，加快对
京 风景区资源的整合．停止区内开山采石、取土开矿、倾倒垃圾等破坏环境景观的活动。老山森林
曩

风景区要求对老山国家森林公园、珍珠泉旅游度假区和汤泉温泉统一规划、综合安排．形成以

二二=∑ “一山两泉”为主体，以森林和温泉为特色的大型城市近郊风景区。调整原金牛山—金牛水库风

_ 景区为以桂子山石柱林地质景观为重点的桂子山一金牛湖风景区，规划要求保护桂子山石柱

去 林等少有的地质景观，建设地质景观国家公园，开发金牛山、金牛湖的风景资源。调整无想寺风

景区为天生桥一无想寺风景区。增加天生桥胭脂河游览区。栖霞山风景区、牛首—祖堂风景区

和固城湖风景区规划未作调整。(图9—9)

规划在主城设立7条重要的景观带及视觉走廊：九华山一北极阁一鼓楼景观带、狮子山一

江苏电视塔一石头城视觉走廊、中华门一雨花台视觉走廊、神策门一幕府山视觉走廊、神策

门一小红山视觉走廊、神策门一紫金山视觉走廊、神策f-J--N子山视觉走廊。要求严格控制景

观带和视觉走廊中的建筑高度和体量，新建高层建筑必须做环境影响分析，有碍视觉走廊的现

状建筑择机予以拆除。

2．规划将1995年名城保护规划中列入文物古迹保护范畴的原8片历史文化保护地段单

独作为历史文化保护区提出，并调整为10片，分别为：明故宫遗址区、朝天宫古建筑群、民国总

统府(太平天国天王府)、梅园新村历史街区、夫子庙传统文化商业区、城南传统民居风貌区、南

捕厅历史街区、中山东路近代建筑群、颐和路公馆区和高淳老街历史街区。初步确定了各历史

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范围和风貌协调范围，并要求在此基础上，编制和调整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

详细规划。(图9-10)(图9-11)

3．文物古迹的保护包括文物保护单位、近代优秀建筑、古树名木、地下文物的保护。规划

依据《南京近代优秀建筑保护规划》，将列入保护名单的134处近代优秀建筑，根据其重要程

度和历史文化价值分为3个保护级别进行保护，分3个层次建立近代优秀建筑的保护体系。



图9-8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钟山风景区、雨花台一菊花台风景区、

石城风景区、秦淮风光带、幕府山一燕子矶风景区范围示意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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