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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建设以空前的规模展开，对文化遗产及其环境造成前所
未有的冲击，成为文化遗产保护最关键的历史阶段。
同时，伴随经济全球化趋势，强势文化消解着人们对于本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继承，城市特色迅速消
失，“城市文化危机”客观存在。
如何在这一背景下，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文化建设，成为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现实问题。
    本书的主要内容为，在“广义建筑学”、“有机更新”理论和人居环境科学的启发下，在科学发展
观的指导下，采取“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探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问
题。
通过对存在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扩大专业视野与职业思维，从文化、文化遗产、城市规划学科融会
的角度，预测可能的发展途径，进行综合对策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针对文化遗产面临的生存危
机和历史性城市保护持续恶化的状况进行分析，回顾国际社会的探索与实践，总结我国的历史与现状
，明确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意义，分析新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在内涵方面的深化和在外延方面的扩展
，揭示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
    第二部分“城市文化建设的探索与追求”，通过深入分析城市文化建设在城市文化传承、城市文化
特色、城市文化环境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归纳国际社会关于城市文化的探索与实践，分析城市文
化建设的时代意义，探讨正确定位城市文化特色、树立城市文化理想的策略与措施。
    第三部分“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的战略转型”，分析文化遗产保护认识的进步，研究加强
能力建设目标，明确转型期各项措施，提出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探讨历史性城市
、历史城区和历史街区等保护策略，提出从“大规模改造”走向“有机更新”；分析城市文化建设的
理论与实践，阐述城市文化建设的长远价值，提出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
    结语部分在对存在问题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本书对文化遗产保护有价值与创新的研究工作进行归纳
，提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的辩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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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建筑师、注册城市规划师。
历任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共北京市房山区区委书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现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委员。
2003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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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聘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早在1980～1984年在日本学习期间，开始从事关于历史性城市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研究工
作。
1994～1997年，主持北京市文物局“故宫筒子河保护整治、圆明园遗址保护整治、明北京城墙遗址保
护整治”等项目规划实施，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
2000～2002年，先后主持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北京皇城
保护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总体规划”等项目，已经北京市
政府批准实施。
     
　　2002年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局长工作岗位上，积极倡导、推动并实旋在城市化加速进程条件下的
各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推动乡土建筑、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等文化遗产保护新领域的研究和实践。
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2005年3月获美国规划协会“规划事业杰出人物奖”。
出版专著《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和数十篇学术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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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第1章 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今天，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严
峻的形势。
我们失去的已经不仅是文物建筑本体、历史文化街区肌理、历史性城市风貌，正在丧失的还有对传统
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信心。
保护文化遗产既不是为了从中获利，也不是为了维持原有生活方式，而是对历史环境的充分理解，对
文化多样性的充分尊重。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文化遗产及其环境的保护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树立市民对城市文化的
责任感和自豪感。
无法想象，一个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一味追求近期物质利益的城市，将形成怎样的城市文化环境
并留给后代。
1.1 文化遗产保护遭遇“危险期”21世纪之初，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我国，都是城市化发展的转折
点。
从这一时期，世界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了城市，在全球范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
也是从这一时期，我国脱离了城市化历史进程的初级阶段，进入中级阶段。
“据世界银行统计，当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达1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30％时，城市化将进入快速发
展期，也就是第一个拐点——从慢到快。
我国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
200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超过了30％；2003年，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标志着我国进入城市化快速
发展阶段，也进入了走出低收入国家而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新时期。
2006年，我国在新的五年规划中明确城市化率的目标为：2010年达到47％。
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8个百分点。
照此发展，到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5％。
同样的发展阶段在其他发达国家往往需要30至50年，甚至更长时间，而在我国，这一发展阶段，时间
过程短，建设强度大，投入密度高。
这一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现期”，城市发展中的各类矛盾必然非常集中、异常激
烈。
在这一背景下，文化遗产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处境之中，有迅速、大规模消亡的危险。
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如何保护文化遗产，成为每一座历史性城市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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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通过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和对相关问题的归纳与阐释，试图更准确地
把握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文化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对当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将
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文化建设的研究内容，在城市文化建设的研究中引入城市规划建设的视角，结
合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与内容，预测可能的发展途径，进行综合对策研究，努力以新的观念研究新的
发展。
祈望通过努力，对提高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文化建设的科学水平有所启发，探索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作出有价值与创新的研究工作。
人居环境科学(The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是一门以人类聚居（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
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
它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而不像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等那样，只涉及人类聚居的某
一部分或是某个侧面。
学科的目的是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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