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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评论》是一本连续出版的以建筑为载体的评论读物。
其“建筑”意为大概念，旨在要用评论之名来镌刻城市与设计时代。
所以其内容涵盖城市评论、艺术评论、设计评论、文博评论等文化领域。
每年出版4—6辑。
本书为《建筑评论》(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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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王景慧（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2011年进行历史文化名城的检查
，我有幸参加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几次检查，一共走了26个城市。
历史文化名城到今年公布30年，这30年的成绩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如果当初没有这么一个制度的话
，项目不会进行的这么好，起码我们今天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提出来，起码造成一个社会观念，形成一
个基本共识，包括历史文化名城的市长应该有这样的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挺不容易的过程。
当然相应的配套法规，文物法里面加了历史名城，专门又出了一个民法条例，的确还是有这些成绩；
这期间又有资金的保障，做了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文物环境的整治，搬迁工程，整理风景区等
等工作。
 历史名城保护规划是从城市规划里分出来的，变成一个专项的保护规划，而且有它的编织外网，有技
术规范，我想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这些年不断的在培训，建设部和中组部有一个市长研究班，每期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课，单局长也都去
讲过这样的课。
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去呼吁，去强调、去要求这个城市的市长做这样的工作，因为历史名城有时
候看是个荣誉，但他的本质是一项责任，是一项法规。
我们到很多城市去都会写我的城市是什么，我是五A级景区，我是中国文明城市，我是中国国家旅游
城市，用电模范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城市等等一大堆，反正名号很多，唯独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写入法
规的，所以这不是个什么荣誉，这是个责任。
我们到国外都有一个印象，巴黎或伦敦其实还不是世界遗产，它不像罗马、威尼斯等等，但在他们城
市中会看到大量历史遗迹存在，而我们很多城市看到的基本都是现代的东西。
 历史名城的条件要有两个历史文化街区，这个条件之设立就是因为我们要保护历史格局，传统风貌，
但是大部分城市不可能全城有这样的街区，选一个局部地区来代表一下，这也算是一个办法。
另外我觉得北京原来有一个25篇历史保护区，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点作用。
 文物环境的回归修复，不按照《文物法》的要求，把真的修假了；另外就是旅游景点的建设和文物保
护的修复混为一谈，热衷于搞旅游。
 怎么看待文物的复建，在《文物法》里面说文物不鼓励复建，在威尼斯宪章里面也提到文物不主张复
建。
我觉得保护的是一个历史的信息，文物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它的价值最后反映在哪儿，或者如何
认识价值，恰恰是因为有那些信息，有那些信息我们可以去解释它，我们可以去研究它，可以去理解
它。
而这个信息的特点恰恰在于我们今人有今天的认识，明天可以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个信息是无穷尽的
，所以就要求最基本的原始的信息应该保存住；复建的东西，只能是我们今人认识到的那些东西。
我们没有认识到的东西没法复制。
所以我觉得复制的东西本身是有局限。
一般的说复制的东西即便是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式我觉得它也不具有文物价值。
但是它可以有点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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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评论(第1辑)》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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