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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的建筑遗产保护运动发展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建立了完整有效的体系，发展了成熟的理念
和技术手段。
本书选择美国四个主题性事件为研究索引，分析、论述美国建筑遗产“从个案到群体、从局部到整体
”的“立法、管理、运作、公众参与”的保护思路、策略和历程。
第2章以弗农冈为例，探讨了美国早期建筑遗产保护的社会动因；第3章论述了威廉斯堡修复工程的特
点和对20世纪早期美国建筑遗产保护的影响；第4章以查尔斯顿为例，论述了美国地方历史保护的发展
；第5章论述了昆西市场的修复和再利用。
本书可供我国城市规划师、建筑师阅读，也可供城市建设人员和相关专业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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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教主义尊重个人的自主、权益和财产，强调社区的共同性和信仰联系，这构成了美国市民社会的道
德基础。
同时，清教主义强调教徒与僧侣的平等，强调现世的生活秩序，讲求自助与实效，这对形成美国特色
的文化都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清教伦理对美国建筑遗产保护运动有很大影响。
美国历史建筑保护体系的特点在于对个人权益的重视和社区特色的维护。
首先，个人财产受到尊重和保护，以契约的形式取得建筑所有权成为建筑遗产保护的前提，所以如何
取得房产本身成为众多保护组织的主要工作，而对于建筑的保护和修复有时则显得无关宏旨。
在1978年的纽约中央车站裁决（PennCentralDecision）之前，城市政府无权对私人的建筑遗产进行限制
。
即便是在此之后，政府在建筑遗产保护对业主的发展权产生影响的情况下，也要对个人的应得权益做
出相应补偿，后篇对此还有论述。
其次，清教伦理不但约束个人的行为，同时也是联系社会公众的一种纽带，它赋予世俗生活以一种新
的宗教生活秩序和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建筑遗产保护的情感动机往往来源于这种价值体系，同时，建
筑遗产保护的组织特点、行为方式也往往依托这种社会秩序来进行。
无论弗吉尼亚古迹保护协会对于南方建筑遗产的保护还是波士顿人对一系列城市地标的保护，皆是如
此。
而社区则是这种生活秩序的一个重要单位。
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人大多具有相近的经济基础、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社区的历史建筑遗产往往成
为维系这种价值体系的手段。
例如，在19世纪末，波士顿的英格兰移民大多富有而且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市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比
地域更为牢固的纽带，这意味着一种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伦理和共同的价值观。
波士顿的旧南会堂、公园街教堂等一系列公共建筑的保护即是对于这种社会关系的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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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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