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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我们共和国的60华诞，干支轮回整整一个甲子。
我们是这60年历程的亲历者，我们亲眼目睹，并亲身感受了这60年中国家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从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落后穷国，建设成一个生机勃勃、繁荣富强的新兴大国。
这里有一组简单的对比数据，或许可以简略地反映出这一巨大变革：总人口：5．42亿（1949年），13
．2亿（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1015亿元（1952年），300670亿元（2008年）；人均GDP：119元
（1952年），22674元（2008年）；粮食总产量：1．1亿吨（1949年），5．28亿吨（2008年）；固定资
产投资额：43．6亿元（1952年），137239亿元（2007年）；城镇化水平：10．64％（1949q：），43
．9％（2006年）；城镇人口：0．576亿（1949年），5．77亿（2006年）；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11
．7万（1949年），2005万（2007年，包括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这60年是全国
人民同甘共苦的60年，攻坚克难的60年，硕果累累的60年。
利用60年大庆的契机，各行各业也都要回顾盘点—下自己行业、部门的奋斗史、发展史。
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的指导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建筑创作》杂志社经过
精心策划，和天津大学出版社通力合作，推出了“建筑中国六十年”系列丛书（以下简称“建筑60”
）。
这套丛书是以全新的视角对建筑行业、建筑文化诸领域的全面回顾和审视，具有其重要的时代意义、
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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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同城乡新建筑不同，针对新中国60年建筑的《遗产卷》的确立有诸多考虑。
首先是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3本著作的启发：《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2006年6月版）、《
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2007年6月版）、《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
（2008年11月版）。
他几次对我们强调要借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之机，整理新中国60年来尚未进入各级政府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建筑名录，这不仅对于全国文物普查有益，更对于推进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有价值。
此外，几年来北京、南京、天津、深圳、武汉、重庆等城市对文化遗产的“建设性破坏”个案都要求
要强化城乡建设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普及与再教育。
纵观新中国60年文化遗产建设的风风雨雨，虽屡有建树，但更屡见挫折。
因此，本书的使命在于不仅要确立“建筑文化遗产”的理念，并梳理好60年文化遗产建筑在保护修复
技术上的业绩与经验，也要指出若干教训与不足，借鉴国外成功做法，从而盘点出一份有参考价值的
新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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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保护20世纪遗产的时代意义每一代人都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把前人的创造留给后人。
当然，由于古代遗存数量较少而更为宝贵，得到珍视。
但是20世纪遗产如果不及时加以保护，同样也会在当前的建设大潮中很快地消失。
从古到今，文化的发展演变形成一条完整的链条，如果在当代发生断裂，将对不起后代子孙。
虽然20世纪遗产与我们相距只有百年，与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历史遗产无法相比，但是由于其
艺术多元、技术先进、人文共融，使它们的价值更贴近时代，所以20世纪遗产也是文化记忆的摇篮，
现代人类必须予以充分关注。
1．1使人类发展记录更加完整今日人类社会，鼓励多样化地理解文化遗产的概念和评价文化遗产的价
值。
正如英国20世纪学会前主席G．斯坦普（G．Stamp）所说，“命运的车轮正在不断地加快转动，创新
和复兴之间的距离正在消失”。
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之一，是通过保留这些物质佐证和非物质遗产，来研究和记录社会发展的历
程，包括人类从刀耕火种到遨游太空的每一步足迹。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类活动空间相对有限，生产生活方式相对简单，固有的文化内涵相对单纯，
因此，人们生活往往处于一种缓慢的、安静的、封闭的、稳定的、季节性的传统形态，文化遗产传递
给后代的信息相对有限。
然而，进入20世纪，人类随之进入工业化、信息化的社会，人们生活开始逐渐处于高速的、喧闹的、
开放的、波动的、全方位的现代形态，伴随生产发展、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人类活动空间、活动内
容和活动方式空前广阔和丰富。
20世纪人类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活动，也远比古代更为多样、更为复杂。
因此，20世纪遗产能从更加深刻、更加完整的意义上，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人类的创造力以及人与
自然的关系。
人类历史本身就是动态过程的纪录。
20世纪作为社会变迁最为剧烈的文明时期，各种重要的历史变革和科学发展成果，都以各种特有形式
折射在20世纪遗产身上，它们整体形成了一部20世纪的全记录，见证了每一阶段、每个角落发生的不
平凡的故事，这就是20世纪遗产的重要价值所在，它们详细书写着历史的每一篇章。
假如我们一方面，为填补古代某一时期考古空白而孜孜以求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忽视身边这些同样
会在未来绽放异彩的20世纪遗产，使它们因为疏于保护而遭到损毁，就会给后世留下与我们同样的遗
憾。
今天这一体现文明发展的序列不应在当代发生断裂。
为此，应当及时对20世纪遗产加以梳理，及早进行保护，以使它们完好地延续下去，供后世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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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中国六十年1949-2009·遗产卷》：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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