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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南宋皇城遗址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关于实施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的思考(代序)

a 

杭州是国务院首批命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有

8000 年文明史、5000 年建城史。 在 8000 年的文明演进中，形成了跨湖桥时

期 、 良诸时期、吴越时期、南宋时期四大发展高峰，其中南宋时期是古代杭州

城市发展史上的顶峰时期。 南宋定都临安，杭州从州府升格为都城，城市地

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南宋时期的杭州，不但是全国政治、经济、科教、文化

中心，而且是世界第一大都市。 其后 800 年的历史演进中，由于种种原因，

南宋古都遭到了严重破坏，皇城废土己荒芜，地表建筑荡然无存，遗址深埋地

下，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历史缺憾。 实施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保护

南宋历史文化遗产，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既是历史赋予

我们的神圣使命，也是杭州人民的热切期盼。

一、南宋皇城大遗址的重大价值

南宋皇城遗址坐落在杭州凤凰山东麓。 据《西湖游览志》记载:"凤凰

山，两翅轩章，左薄湖浒，右掠江滨，形若飞凤，一郡王气，皆藉此山 。 "①意思

是凤凰山左接西湖，右掠钱塘江，形如凤凰朝翔，是杭州的一块"风水宝地" 。

① 《西湖游览志》卷七《南山胜迹)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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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开皇十一年(591 ) ，隋文帝杨坚改钱唐郡治为杭州|州治，大臣杨素选定凤

凰山为州治所在地。 五代吴越王钱樱在隋、唐州治基础上扩建王宫，内修

"子城" (宫城) ，外筑"罗城" (都城) ，凤凰山成为富丽堂皇的"地上天宫" 。

吴越国"纳土归宋"后，凤凰山麓复为州泊。 南宋建炎三年(1 129) .宋室南

渡抵达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以州泊为行宫。 绍兴八年(1 138 )南宋王朝正

式定都临安后，历经南宋诸帝的扩建和改建，皇城规模宏大，建构精美。 据

《武林旧事》卷四《故都宫殿》所列宫内殿堂名称，南宋皇城共有大殿 30 、堂

33 、阁 13 、斋 4 、楼 7 、台 6 、亭 90 。 四面各开-大门，南称丽正门，北名和宁

门，东为东华门，西是西华门 。 整个皇城充分利用山势精心规划布局，将主

要宫殿置于较高的南部，显得气势恢弘。 皇城内殿、堂、楼、阁、台、轩、观、亭

等建筑鳞次柿比，金碧辉煌。 德桔二年(1276) ，元ZlS相伯颜率军攻占临安

域，大内宫殿惨遭空前浩劫。 至元十四年(1277) ，大内宫殿被火延烧。 至元

二十一年(1284) ，江淮总摄、元僧杨瑾真伽奏请朝廷将残留宫殿改建为 5 座

寺院，改垂拱殿为报国寺，改芙蓉阁为兴元寺，改和宁门为般若寺，改延和殿

为仙林寺，改福宁殿为尊胜寺。 至正十九年(1359) ，张士诚重修杭州城垣，

"截凤山于外"，"络市河于内"①.以和宁为南门，南宋皇城遗址被拒之于城

门之外。 明万历年间，皇城大殿基本拥毁，整个皇城渐成废墟，主要宫殿遗

址深埋地下。

关于南宋皇城的范围，陈随应《南渡行宫记》等文献中有"皇城九里"的

简略记载。 明徐一费《宋行宫考》提到南宋皇城的范围是:"南自圣果入路，

北则入城环至德伴牌，东沿河，西至山岗，白地至山，随其上下，以为宫殿

也。"{戚淳临安志》也有清同治六年补刊的南宋皇城图 。 但古今地名的变

迁，使今人仅凭文献记载已难以准确界定南宋皇城的四至范围。 经过二十

多年的考古勘探，初步确定南宋皇城(大内)遗址的范围为:东起馒头山东

麓，西至凤凰山，南至宋城路一带，北至万松岭南，占地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

2001 年，以南宋皇城遗址为核心的南宋临安域遣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全罔重

① 郎瑛:(七修类稿》卷囚《天地类> .上海书店出版社 2∞l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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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又被国家列入"十一五" 100 处重要大遗址名录。

因此，我们实施的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范围不仅包括南宋皇城遗

址，还包括皇城周边部分南宋临安城遗址，范围为:南至钱塘江，北至庆春

路，东至中河(及德寿宫遗址) ，西至虎跑路一南山路一解放路一延安路一

线，规划面积约 14 . 16 平方公里。

南宋皇城大遗址是中华灿烂文明的实证，是杭州城市文化景观的核心，

是杭州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和动力、蕴涵着极高的文物价值、历史价值、

艺术价值、科学价值

1.历史价值。 南宋皇城遗址文化积淀深厚，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

存和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南宋皇城所在的凤凰山麓叠压了隋、唐、吴越、

宋、元等朝代的文化积淀，承载着杭州|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南宋皇城

地下及周边，遗址十分丰富。 考7片探明，有皇城东南西北城墙遗址、南宋太

庙遗址、老虎洞宋元窑址 、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德寿宫遗址、三省六

部遗址 、中山中路南宋御街遗址、南宋临安府府衙遗址、严官巷南宋御街遗

址、南宋钱塘门遗址、朝天门遗址、郊坛下南宋官窑遗址、南宋临安城东城

墙遗址、五府遗址、向马寺遗址、船坞选址、梵天寺遗址、圣果寺遗址等重要

遗址 呵 其中，南宋太庙遗址 、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南宋临安府府街遗

址 、老虎洞宋元窑遗址、严宫巷南宋御街遗址等五处南宋遗址先后被评为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 同时，这个区域还有大量与南宋有关的自然人

文景观，包括雷峰塔、净慈寺、万松书院、吴山、玉皇山、凤凰山、将台山、八

卦田等等。 这些弥足珍贵的遗址和景观，将为研究南宋历史、还原一个真

实的南宋，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 南宋临安城"南宫北市"①的都城布局别

具一格 .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宋以前中国的都

城布局，或以皇城占据主要面积，如汉代长安 、北魏洛阳;或皇宫在北，市集

在南，如唐代长安;或因 IR城扩建而将宫城置于城市中间，如北宋冲梁。 而

① 二般中国古代都城.按照《周礼·考工记》的形制，均为宫城居中偏北 ，市居南侧，而南宋l恼

安城则为"南宫北市" 的特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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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皇城的宫殿布局和 l陆安城都城布局独树一帜，呈"南宫北市"格局.即

以皇城为中心 ， 太庙、三省六部等中央官署集中于城市南部，市集集中于城

市北部，在钱塘江和西湖之间形成了腰鼓状的城市形态，为城市发展留出

了足够空间 。 "南富北市"的都城布局，使城市与西湖有足够氏度的交接

面，将西湖的景观留给了城市。 孙应拓有诗赞曰 : "牙城旧情扩篱藩，留得

西湖翠浪翻。 "

2 . 艺术价值。 南宋皇城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建筑设计和同林建设水平 r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南宋历代帝王推崇自然湖山之美，醉，b于优美的园

林景观，把南宋皇城营建成中国最美丽的山水花园式皇城 皇城选址在山

水之间，从建筑体量上来看不算最大，但其华美、精巧的程度却非其他朝代

的皇宫大内可比ι 皇城的宫殿布局，基本上承袭了《周礼》 的"前朝后寝"的

传统格式。 朝区是整个皇城的重，心电置于最重要的方位上，其他各殿按照各

自功能 .根据传统的礼仪制度并结合地形，因地制直地配置在主殿的周围，

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丽正门是皇宫的正大门， ·· 其门有三，皆金钉朱户，画栋

雕薯，覆以铜瓦，镑楼龙凤飞骤之状，魏峨壮丽，光耀溢目 。 "①大庆殿是国家

举行各种大庆典礼的大殿，"正殿正对大门，漆式相同，金桂承之，天花饭亦

饰以金，墙壁则绘前王事迹" 。 东宫"人门，垂杨夹道，问芙蓉 . 环朱栏" 出

东宫，经锦月四廊，直通廊外即达后苑。 "梅花千树， EI 梅岗亭，曰冰花亭。 枕

小西湖，日水月境界，日澄碧。 牡丹曰伊洛传芳。 苟药曰冠芳……以日本国

松木为翠寒堂，不施丹膛，白如象齿，环以肯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巍，作

观堂，为上焚香祝天之所。 "②后苑内人工开凿的"小西湖"，柳堤环抱，六桥

横枕，层峦奇帕 ， "亭剧之胜，御舟之华，则非外间(两湖)可拟。 "③其他各门

各殿、亭台楼阁，百态千容，精巧奇绝，湖光山色，交相辉映。 正如南宋著名

诗人杨万里所赞 : "春草池塘太液旁，水精宫殿牡丹香。 "

3. 科学价值。 皇城是古代社会巾工程量最为浩大的建筑，是当时生

① 吴内牧 : (梦粱录》卷/飞《大内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周密 、朱延焕 : (增补武林旧事》卷四，台湾商务印书俯 1983 年版

③ 周密 : (武林旧事》卷四《故都宫殿> .学苑llt 版社 2∞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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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水平的综合体现。 南宋皇城遗址反映了南宋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具

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南宋皇城是中国古代利用地形组织建筑群的优秀例

证 皇城选址在凤凰山麓、因山就势.气势浑成。 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录

来看，南宋皇城中的大量建筑分布在凤凰山麓的台地及馒头山的山坡上，

巧妙而充分地利用地形，安排宫殿、苑固及官署区。 皇城北城墙与西城墙

以人工劳筑与自然山体相结合的方式建洼，起到了很好的防御作用 。 南

宋皇城遗址是研究中罔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实物资料。 皇城以土木

为主要建筑材料，规模宏大、形制多样、用材高档、营造考究.是中国中古

时期宫殿和园林建设的扛鼎之作。 严官巷南宋御街遗址、三省六部遗迹、

南宋临安府府衙遗址等，为研究南宋 11备安城城市规划格局、开放式街巷布

局、中同南方城市路?可相融城市风貌以及研究宋代建筑史，提供了重要的

史料

二、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的重要意义

南宋皇城大遗址是南宋历史文化的象征，是杭州历史文化遣产的"市tl高

点'\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最重要的标志。 实施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

护工程，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战略抉择。

1.实施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是延续中华文明的必然要求 。

中同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生生不息、辉

煌灿烂。 据史学界研究，两宋同土虽不及汉唐明清辽阔，却以在封建杜会中

无可比拟的繁荣和社会发展程度，跻身于中国古代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之列。

南宋时期无论是文化教育的普及、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思想的活跃、科学

技术的进步，还是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者I~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当时

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海上"丝绸之路"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

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被专家称为"世界最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

时期" 。 举世瞩目的南宋商船"南海一号"的发现，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一

大奇迹。 南宋时期，美洲和澳洲尚未被外部世界发现，非洲处于自生向灭的

状态，欧洲现有的主要同家尚未完全形成，其中英国处于法国统治之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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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内部四分五裂，北欧各地海盗肆虐，基辅大公国(俄罗斯)刚刚形成 ①

南宋后期(即 13 世纪中叶) ，都城临安的人口达 150 万一160 万人∞。 此时，

欧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只有 10 万人口，作为世界最著名的大都会

伦敦、巴黎，直至 14 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人口也不过今---6万人。 南宋都

城临安给杭州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为南宋临安人的后人，

我们有责任保护好历史赐予的宝贵财富，通过实施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

护工程，延续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真正做到

上无愧于先人，下无愧于子孙后代。

2 实施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应有之

义。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根"与"魂"，是城市最具特色的宝贵资源。 保护历

史文化，就是弘扬城市的特色，就是保护城市的"根"与"魂" 。 杭州| 之所以

能成为国务院首批命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为我国七大肯都之一，很大

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南宋定都临安，得益于南宋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 南宋

都城临安，经过 148 年的精心营建，规模名列卡二三世纪时世界首位，成为

当时最为繁华的世界大都会，被意大利放行家马可·波罗赞为"世界上最美

丽华贵之天城" 。 南宋皇城大遗址集中了南宋文化遗产的精华.是杭州肯都

文化最主要的实物载体。 我们必须把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第一责任，通

过实施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对南宋皇城大遗址加以系统研究、综

合保护和合理利用，保护好南宋皇城大遗址这-··无价之宝"，保护好杭州历

史的"活化石"、杭州文化的"主源头"，传承杭州历史文化，延续杭州城市文

脉，进一步提高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含金量"

3 . 实施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是实现大遗址社会价值最大化

的创新之举。 大遗址是遗存实物最多、历史信息量最大、文化和景观价值最

高的历史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一是将其完好地保存下来

传给后人，二是实现这一宝贵资源在当代的全民共享。 共亭的前提是人民

① 何亮亮: (从..南海一号"看中华复兴) .文汇报 2∞8 年 I Jl 6 日

② 杨宽 : ( 中国?可代者f\城制度史)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6 年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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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乐于接近遗址，乐于认知文化遗产。 遗址公园是指基于考古遗址本体

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

共文化空间，既是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创新，也是对公园这一城市功能元素内

涵的拓展，是对考古类文化遗产资源的一种保护、展示与利用方式。 建设遗

址公园已经成为国际通用并日趋成熟的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模式。 世界各

国不乏通过建设遗址公园来保护和利用大遗址的成功案例。 1748 年以来，

意大利对庞贝古城的考古发掘已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使庞贝古城遗址公园

成为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经典之作。 美国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址一一-卡萨格

兰德遗址，早在 1918 年就成为第一个被纳入美国国家公固管理体系中的考

古遗址。 希腊的雅典卫城遗址公园，突尼斯的迦太基遗址公园，日本的大室

公园、吉野里历史公园、飞鸟公园，柬埔寨的吴哥窟遗址公园等等，也都是世

界上大遗址公园建设的上乘之作，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在我国，国家文物

局于 2000 年批复《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标志着遗址公园这一概念正式引

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十一五"国家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纲要》进一步

明确了建设遗址公园的要求，使建设遗址公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我们要按照r'十一五"国家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纲要》要求，借鉴世界各国

和全国各地建设遗址公园的先进理念，总结良洁大遗址综合保护的成功经

验，以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为载体，建设南宋皇城大遗址公园，让

灿烂的南宋文明与优美怡人的城市公园完美融合，让厚重的文化遗址以轻

松悦目的形式出现，吸引广大市民和中外游客自发地走近南宋皇城大遗址，

感知遗址，热爱遗址，把南宋皇城大遗址公园打造成传播南宋历史文化的

"大课堂"，增强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主阵地"，展示杭州历史文化名

城的"金橱窗"，实现南宋皇城大遗址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4. 实施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是打造世界级文化旅游精品的

迫切需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的重要史迹，哪怕只剩下断壁残

垣.仍然具有永恒的魅力，仍然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的"金名

片" 。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城市，均以历史古迹而闻名 :埃及以金字塔而闻名，

希腊以卫城遗址而闻名，秘鲁以马丘比丘而闻名，西安以兵马俑而闻名 。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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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皇城大遗址是杭州城市"含金量"最高的"金名片"，是杭州城市的标志和

象征，是与西湖、西溪、京杭大运河相得益彰的"金字招牌" 。 杭州是国家旅

游局和世界旅游组织命名的"中同最佳旅游城市"、世界休闲组织命名的

"东方休闲之都"，旅游业是杭州城市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所在，是杭州

城市的"金饭碗"、杭州人民的"摇钱树" 。 旅游业之所以能成为杭州|城市的

"金饭碗"、杭州人民的"摇钱树"，除了杭州拥有西湖、西溪、京杭大运河等

重量级自然人文景观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杭州|拥有像南宋皇城大遗址这

样的重量级旅游文化资掘。 南宋皇城大遗址凝聚着杭州先民的勤劳和智

慧，承载着杭州悠久的文化积淀，是满足现代人崇尚寻根访古精神需求的重

要载体，是最能吸引游客的人文景观，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是杭州这座风

景旅游城市不可或缺的最大"卖点"之一。 南宋皇城大遗址内容十分丰富，

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元论是数量上还是品位上在国内首屈一指，完全有可

能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精品 。 实施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

对于把杭州这一独有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打造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旅

游精品，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推动杭州旅游国际化，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5. 实施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是杭州打响"南宋牌"的关键之

举。 南宋都城临安是一座兼容并蓄、精致和谐的生活城市。 随着北方人口

大量南下，中原文化全面渗透到本土的吴越文化中，形成了临安独特的社会

生活习俗，并影响至今。 临安的社会是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和谐相处的社

会， 11伍安的文化是南北文化交融、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临安的生活是中原

风俗与江南民俗相互融合的产物。 今天的杭州之所以能将"生活品质之城"

作为自己的城市品牌，就是因为今天杭州|城市的产业形态、思想文化 、城市

格局、园林建筑、西湖景观等方面都烙下了南宋临安的印迹;今天杭州人的

生活观念、生活内涵、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生活习俗，乃至性楠、语言等方

面，都与南宋临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 2009 年国庆节前夕，南宋

御街·中山路盛大开街，精影亮相，一炮打响，受到了中央和省有关领导的

充分肯定，得到了广大市民和中外游客的一致好评和国内外新闻媒体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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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打"南宋牌" 。 与南宋御街·中山路相

比，南宋皇城大遗址更是皇冠上的"明珠，..是杭州的"镇城之宝" 。 实施南

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可以让这颗深埋于地下的"明珠"把杭州照得

更加熠熠生辉，让这块举世无双的"镇城之宝"为杭州、|申遗增加重要硅码，让

"南宋牌"为杭州打造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添上一张唯我

独有的"王牌" 。

三、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的现实基础

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是杭州继西湖、西误湿地、运河、良洁大

遗址四大综保工程之后实施的又一项重大工程，其规模之大、难度之高、困

难之多，与上述四大工程不相上下甚至有可能超过。 实施南宋皇城大遗址

综合保护工程，无疑是城市管理者的一个"痛苦级"抉择，必须坚持谋定而后

动 。 迈入革开世纪以来，围绕实施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我们做了大

量基础性工作，可谓" 卡年磨一剑" 。 如今，启动这项工程已是瓜熟蒂落、水

到渠成，到"亮剑"的时候了 。

l 开展了南宋皇城i量址考古勘探。 为了掌握南宋皇城大遣址文化遗

产的"家底"，我们组建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 、市文物考古所联合组成的南宋临安城考古队，从 1983 年开始，陆续对南

宋皇城遗址进行考古勘探。 历时多年的南宋皇城遗址考古勘探工作取得突

破性成果，获得了一系列南宋遗址考古新发现，南宋皇城遗址的范围及核心

宫殿区布局已基本探明 。 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地形测绘、立项、考

古工作计划方案已着手制定。

2. 深化了南宋历史文化研究。 我们专门成立了南宋史研究中心，聘请

国内外一流南宋史专家学者，开展南宋历史系列研究，编辑出版《南宋史研

究丛书}(50 卷) ，包括南宋研究论丛、南宋专题史、南宋人物、南宋与杭州、

南宋全史 5 大类，约 2000 万字，研究成果受到史学界高度评价。《南宋史研

究丛书》对南宋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全

面、深入、客观、详实的研究，为实施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提供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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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3. 编制了一系列保护规划 。 在对南宋皇城大遗址考古勘探基础上，我

们组织力量开展了《南宋临安城遗址一一皇城遗址保护规划》、《南宋博物

院概念性规划》、《玉皇山南综合整治修建性详细规划》、《将台山南宋佛教

文化生态公园规划》、《白塔公园规划》、《清河坊一一大井巷历史街区保护

规划》、《杭州市中山南路一一十五奎巷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八卦田遗址

保护规划》、《南宋皇城大遗址公园规划设计导则》、《南宋大遗址公园建筑

设计导则》、《南宋皇城大遗址公园宋风建筑设计导则》等一系列规划的编

制工作，初步形成了包括概念性规划、分区规划、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建筑

设计等在内的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规划体系 。

4. 积累了历史文化遗址保护经验。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保老城、建

新城"，把保护的重点放在老城区，把建设的重点放在新城区，推进"两疏散、

三集中\即疏散老城区人口和建筑，推动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高校向高教

功能区集中、建设向新城区集中，努力实现名城保护与城市化推进的"双

赢" 。 我们始终坚持"城市有机更新"，把生物学中的"生命"概念引人城市

建设，把城市作为一个生命体来对待，传承历史，面向未来，着力推进城市形

态、街道建筑、自然人文景观、城市道路、城市河道等的有机更新，让杭州这

座古老的城市青春永驻、生命长存。 我们牢固确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最

大的政绩，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生产力、保护与发展"鱼"与"熊掌"

可以兼得、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人人有责的理念，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

保"，把各种历史文化遗存包括"工业遗产"、"商业选产"、"校园遗产"和有

保护价值的老房子无一例外地保护下来，当好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薪

火传人" 。 我们先后把 26 处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列入保护名录，相继

实施了大井巷一一清河坊、南山路、湖滨、梅家坞、北山街、小河直街、拱震桥

西、中山路等一系列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保护工程;我们公布了 3 批共

192 处历史建筑，并将其中 70 多处列入保护修缮计划，先后修复了玛瑞寺旧

址、孩儿巷 98 号民居等一批历史建筑;我们有计划、有重点地对 60 多处文

保单位进行了保护修缮，包括保护修缮白塔、梵天寺经幢、飞来峰造像、余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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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造像等一批石质文物，凤凰寺、孔庙大成殿、梁宅、汪宅等一批濒危建

筑.以及胡雪岩故居、都锦生故居、盖叫天故居、西博会旧址等一批文物建

筑。 尤其是在雷峰塔遗址、良清遗址等文化遗址保护中，我们把保持遗址的

真实性、完整性与营造较强的观赏性有机结合，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实施雷

峰塔重建t程时，我们采取"神似+形似"的办法，在雷峰塔遗址上建了一个

钢结构、铜屋面的金属塔，不仅没有对雷峰塔遗址造成任何破坏，而且外形

看起来与砖木结构的雷峰塔极为相似、惟妙惟肖，得到了专家、市民和中外

游客的充分肯定。 在良请遗址保护中，我们以自然生态为基础，在考古研究

基础上加以保护和修复，着力彰显水和湿地两大元素，以多种业态带动良清

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和综合利用 。 通过多年的实践，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

从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到主动的规划性保护;从补丁式的局部保护到着眼于

遗址规模和格局的全面保护;从单纯的本体保护到涵盖遗址背景环境的全

方位保护;从画地为牢的封闭式保护到引领参观的开放式保护;从文物的单

一保护到推动"城市有机更新"、改善民生的综合保护。

5 实施了一批重大项目 。 长期以来，我们依法对南宋皇城遗址进行严

恪保护和l管理，使得南宋皇城遗址未遭破坏。 但由于实施冻结式保护，凤凰

山周边地区未进行"城市有机更新"，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杭州中心城区内极

少数尚未进行综合整治、环境较为杂乱的区域。 迈人新世纪以来，我们加快

南宋皇城大遗址周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推进背街小巷改善、庭院改

善、危旧房改善等民生工程.大大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居民的居住环

境;通过实施雷峰塔重建、万松书院复建、环湖南线景区整合、八卦田遗址保

护、严官巷南宋御街遗址陈列馆建设、南宋孔庙复建、太子湾公园综合整治、

浙江美术馆建设、清河坊历史文化特色街区建设、吴山景区综合整治、中山

路综合保护与有机更新、玉皇山南综合整治、凤凰山路综合整治工程、南宋

官窑博物馆建设、净慈寺扩建、江洋眼生态公园建设等与南宋皇城大遗址综

合保护相关的项目，为实施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进一步奠定了基

础。 目前南宋皇城大遗址东、南、西、北面已基本完成整治，南宋皇城大遗址

综合保护工程可谓"呼之欲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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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创新了历史建筑保护手法。 近年来，我们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实践

基础上.逐步探索和创新出保真、修复、改善、整饰、置换、加l建、新建、迁移等

8 大历史建筑保护手法，并在 'jl 山路综合保护与有机更新等南宋皇城大遗

址综保项目中进行了有效运用 。 一是保真，就是原封不动。 主要针对文物

保护单位和控制保护古建筑。 二是修复，就是修旧如旧 。 主要针对文物保

护单位和控制保护古建筑，对个另IJ构件加以更换和修缮。 三是改善，就是锦

上添花。 主要针对建筑风貌和主体结构保存情况较好，但不适应现代生情

需要的历史建筑。 对建成 50 年以上的老房子就是采取改善的手法，通过配

置水电、厨卫等设施，改善原住民生活条件。 四是整馈，就是新颜旧貌。 主

要针对建筑质量较好但风貌较差的现代建筑，通过立面整治达到与环境风

貌的协调，或针对立面局部被破坏的历史建筑.进行立面修复整馈 3 五是置

换，就是角色转换 主要针对建筑风貌和主体结构保存尚可，但功能不利于

提高街区活力的一般建筑，保持建筑的基本结构和外貌，对建筑内部进行改

造，用更新后的新功能置换旧的使用功能。 六是加建.就是老树新芽。 为了

改善街区建筑空间的效能，在某些一般建筑上，投传统建筑形式或j礼貌加建

骑楼等建筑。 七是新建 .就是应运而生。 拆除与传统风貌冲突较大和建筑

质量极差的一般建筑，重建与环境相协调的新建筑。 八是迁移，就是异地保

护。 把已经完全不能与周边建筑融合的历史建筑，或街区内部处于同样尴

尬地位的历史建筑迁移到街区内更为合适的区域进行保护和利用o

7. 破解了几大难题c 在同家、省有关部门和驻杭部队的大力支持下，

困扰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多年的儿大难题得到了解决。 省军区和驻杭

部队全力支持杭州l实施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军地双方签署了有

关通过土地置换解决皇城大遗址范围内军队仓库建设用地问题备忘录，在

土地评估置换、职工住户安置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铁道部已原则同意南

宋皇城大遣址综合保护t程范围内的晰赣铁路线"上改下"和上海铁路局杭

州机务段搬迁改造，目前这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 2009 年 10

月，省民族宗教委己正式批复同意杭州在将台山制作大型露天宗教景观将

台山摩崖石刻，将台山南宋佛教文化生态公园建设获得了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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