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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史悠久，文物众多，历史城镇遍及全国。
中国历史城镇的数量之多、传统特色之鲜明举世闻名。
这些城镇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名胜古迹和各具特色的乡土建筑，蕴含着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
文化。
由于中国古代长期是农耕社会，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造成了人们对历史遗存的淡漠。
历代的改朝换代都要把前代的东西毁掉，即所谓的革故鼎新，许多宏伟壮丽的城市和建筑大多在政权
的更迭中毁于一旦，这就使中国保留下来的古城和古建筑更为珍贵。
上世纪80年代，全国掀起了经济建设的新高潮，许多城镇有了巨大的发展。
但由于人们对城市中历史文化遗存的价值认识不足，许多历史古城以及古城里成片的历史建筑遭到了
严重的破坏，这种情况到最近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而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自19世纪末就先后制定了保护优秀历史建筑的法令，20世纪60年代又制定了
历史城镇保护法案，而到了70年代则提升为保护世界遗产。
这是人类理智的进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世界潮流也逐渐地影响到中国，人们开始重视历史城
镇和建筑的保护，也逐渐意识到保护的益处。
但从全国来看，保护历史城镇与历史建筑的事业还刚刚开始，举步维艰，许多地方也做得不够好，有
待我们提高认识，并掌握好具体的保护修缮技术。
　　说起历史地段、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中国与国外，特别是与欧洲、美国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
中国的古建筑大多是砖木结构，而且由于社会变迁和历史变故等原因，许多建筑存在着诸多复杂的问
题。
首先，中国的历史建筑大多年久失修。
传统的砖木结构建筑应该要经常地维修，所谓三五年一小修，十年、二十年一大修，四五十年就要翻
修了。
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建筑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一直沿用到今天，由于人民贫困、国家不富强，都
没有修缮过，以致绝大部分历史建筑都存在问题，有的已破败残缺，有的频频坍塌，成为了危房。
其次，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镇人口急速增长，城镇住房建筑量相对不足，造成这些老房子里
人口剧增，原来一套房住一户人家，现在一间房要住一户。
在大多数城镇住房拥挤、房屋都超负荷和不合理使用的状态下，传统建筑已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与风貌
。
第三，中国经过多次政治运动和房地产权的变革，那些老房子的主人也有多次的变更。
老建筑内的居民大多不是房屋的拥有者，因而对这些房屋没有感情，没有责任心；再加上老房子年久
失修，又缺乏基本的现代卫生设施（如上水、下水），所以绝大多数住在老房子里的居民对历史建筑
存在着积累已久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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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悠久，文物众多，历史城镇遍及全国。
中国历史城镇的数量之多、传统特色之鲜明举世闻名。
这些城镇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名胜古迹和各具特色的乡土建筑，蕴含着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
文化。
由于中国古代长期是农耕社会，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造成了人们对历史遗存的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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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历史地段、历史街区　　（1）历史地段　　历史地段（2）是指保留遗存较为丰富，能够比较
完整、真实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传统风貌或民族、地方特色，存有较多文物古迹、近现代史迹和历史
建筑，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地区。
历史地段是国际上通用的概念，可以是文物古迹比较集中的地段，也可以是能较完整体现出历史风貌
或地方特色的区域；地段内可以有文物保护单位，也可以没有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地段可以是街区，
也可以是建筑群、小镇、村寨等。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称为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文化街区是《文物保护法》中的法定概念，并且由于《文物保护法》已明确将小镇、村寨颁布为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因此，所谓的历史文化街区更多是指具有历史风貌的街道、街坊或者有一定规
模的历史建筑群。
　　（2）历史街区　　历史街区内涵丰富，是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以整体的环境风貌体现其历史文化价值，展示着某历史时期的典型风貌特色，反映着城市发展的脉
络。
历史街区不是一个法定概念，历史街区是历史地段最重要的类型之一。
由于我国历史地段的保护首先是从历史街区开始的，所以历史街区的称谓比历史地段更为普遍。
学术界一般认为，历史地段强调总体的风貌景观特征，而历史街区则在此基础上强调社会生活的真实
性，是“活”的历史地段。
　　因此，历史街区是保存有一定规模的历史建筑且历史风貌相对完整的街区。
这个概念包括以下三点内涵：　　第一，历史街区具有一定规模，区别于独立的文物保护单位，从整
体上看，它具有相对完整而突出的历史风貌与环境。
　　第二，街区内有真实的历史遗存，携带着真实的历史信息。
同时，历史街区不仅包括了物质性的空间环境和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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