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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在城
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
见》（下称《意见》）。《意见》提出要“保护
能够真实反映一定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
民族、地方特色的历史地段”。这是中央
层面第一次明确提出“历史地段”的概念
和保护要求。

根据《意见》，各地对一些保存状况
差的历史地段加强了保护，但在一些
地方，出现了对历史地段的认定与历
史文化街区同质的现象，缩小了保护
范畴，不足以承载中华城乡文明精华
的传承。

辨识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历史
地 段 并 开 展 适 应 性 的 保 护 传 承 工
作 ，对 于 优 化 城 乡 历 史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体 系 、全 面 展 现 中 华 文 明 具 有 重
要意义。

历史地段不等同于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地段是《意见》提出的新遗产类
型，是指历史遗存丰富、人文景观与自然
环境相融合，能够真实反映一定历史时
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并保存一
定文化环境的地段。历史地段是构成城
市格局风貌特色、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绵延 5000年，每一寸土地
都蕴含着多样的历史信息、承载着丰富
的时代价值。过去各地的保护实践主要
关注历史文化街区，即使有些地方认定
了历史地段，其类型也仅限于那些与历
史文化街区类似只是状况差一些的片
区。这就导致广大城乡地区一批不匹配
历史文化街区特征、但却体现中华文化
特质的地段游离于保护体系之外，地段
特色逐渐丧失，造成了城市传统格局保
护失序，影响到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整
体成效。所以，亟待系统挖掘历史地段
并积极开展保护传承。

以价值内涵定义历史地段

城乡文明精华不能只依靠历史文化
街区这样单一的对象来传承。《意见》提
出的历史地段是要囊括那些无法纳入历
史文化街区类型、但却能够反映传统文
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地区。我们日
常所见的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名胜、
名园、老街巷、老河道、老社区、老校园、
老厂区等都可认定为历史地段。本文重
点讨论其中的两种类型。

一是顺应自然、适度改造自然形成
的“特色地段”。

中国传统城市中大量地段的营建善
于巧借自然山水并以精妙手法对山水缺
陷进行修补调适，赋予其人文内涵，达到

“人与天调，然后天下之美生”的理想意
境，这些地段经过名仕经营、百姓传扬、
岁月雕琢而终成胜景，现在所见的明清
地方志中留存了很多胜景图。这些胜景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与民俗风情、名
人行迹、民间传说等密切相关，天然地携
带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体现天人合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适度改造自然的
思想。

北京南苑片区处于古永定河洪积冲
积扇内水草丰美的膏腴之地，辽金元明
清历代通过疏浚水系、开垦地亩、建设宫
庙等方式对片区环境进行适应性改造，
形成了京郊独具特色的皇家御苑和物资
供应基地，与都城功能和空间保持高度
的整体性和互补性。南苑除了作为皇室
行围布猎、阅兵演武、园居行游区域外，
为弥补通惠河漕运不畅的影响，清廷曾
经大力整治南苑片区的凉水河、小龙河、
凤河，扩展河道、添建桥闸、疏剔水泊，清
流养源以补充运河水源，有力地保障了
京城生命线的通畅。人工与自然交融互
为依存、相互激荡，共同构成了南苑的文
化内涵，完全符合历史地段的价值内涵。

浙江龙泉古城西侧河流上游保留着
南宋时期建设的蒋溪堰—云水渠水利工
程，具有筑坝取水、导水入渠、自流灌溉
的特征。渠首蒋溪堰不仅抬高水位引水
入城，还降低了水流速度，对处于水流冲
击方向的宫头片区起到缓冲作用。蒋溪
堰修筑后，宫头片区的居住条件得到大
幅改善，明清之际逐渐形成村落，成为滨
水理想的栖居地，2012年被评为第一批
中国传统村落。堰—渠—溪—村形成的
地段完全符合历史地段的价值内涵。

贵州兴义古城三面依山，一水流
绕。在水流出城的地段跨河设一座牛鼻
子桥，两岸利用穿云山、火晶山两座小山
丘对峙关锁水口，人称“双狮锁水”，取自
武汉“龟蛇锁大江”之意；在河水出城稍
远处于水面设洲、洲上建亭，将河水一分
为二，人称“二水分洲”，取自南京“二水
中分白鹭洲”之意。这两处地段的营建
可谓天工人巧各占其半，凝聚了兴义人
的传统智慧与情感，完全符合历史地段
的价值内涵。

二是人文精神生生不息、永续传承
的“重点地段”。

历史上，我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若
干处“重点地段”，这类地段大多数位于
城市中心、山林高地、城门城墙附近，地
段中的“核心建筑”（楼阁）都会优先选址
于山水资源最富集的区域，楼阁的营建
以周边山川形胜为参照，自然地成为城
市的标志性景观节点，再加上周边低矮
朴素的建筑衬托，便形成了主次分明、秩
序井然的空间形态，是中国古人营建观
念和智慧的集中体现。如武汉的黄鹤
楼、南昌的滕王阁、南京的阅江楼、嘉兴
的烟雨楼、桂林的逍遥楼、阆中的中天
楼、福州的镇海楼、宜宾的大观楼等名楼
及其周边地段。

这些仰望山岳、俯瞰江河的“重点地
段”的规划营建，不只专注于一座楼阁的

设计或是钟情于一片风景的营造，而是
寄托了人们纵情山水、忧国忧民的理想
与情怀。它们采山川之灵气、聚人文之精
神，核心楼阁在历史长河中大多由最初的
军事瞭望功能变成人们登高览胜、吟诗作
赋、洗涤心灵的场所，并逐渐演化为中华
文化的重要符号——登黄鹤楼，便可一览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壮
美景象；上滕王阁，便可感受“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辽阔意境；临岳
阳楼，便可体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

这些地段蕴含着地方的历史典故、
文化积淀、精神气质，在老百姓心中占据
重要地位。其核心楼阁纵然多次复建，
却不能简单定义为“假古董”，它们是孕
育中华文化思想精华、塑造地方人文精
神的重要载体，对传承文脉、凝聚人心具
有重要意义。此类地段应当以楼阁为中
心、与周边关联区域和环境一并划定为
历史地段，并积极探索保护历史环境、展
示历史景观的创新方法，传承中华文化
之“魂”。

探索本土文化保护体系

过去一个时期，我国的历史文化保
护的对象类型、保护方法大多借鉴西方
理论。但是，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文明形
态的差异，导致我国的保护实践运用西
方理论方法时，往往存在削足适履，甚至
买椟还珠的现象，不知不觉地丢弃了我
们自身文化的精髓。随着城乡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工作不断走向深入，探索适应
中华本土文化特色的保护对象和方法已
经刻不容缓。

以《意见》为指引，可以更加深刻地
认识中华文化的内涵特质，挖掘更多能
够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历史地段，
拓展新视野、探索新思路，展现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华文明。 （来源《瞭望》）

历史地段要囊括那些无法纳入历史文化街区类型、但却能够反映传统文化、社会生活
方方面面的地区

随着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不断走向深入，探索适应中华本土文化特色的保护对
象和方法已经刻不容缓

当前历史地段的认定有何误区？
如何更好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