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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建筑名家文库”系列丛书之一，收集的阮先生文章包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研究与
实践、江南园林保护的研究，江南水乡、古镇保护的研究与实践，历史街区、环境保护的研究与实践
，纪实、散文、访察、随记等。

如同四合院富有京派的文化底蕴，石库门则颇具海派的建筑特色，而上海的石库门建筑得以妥善保存
，我们不能忘记一位从事城市规划的学者的名字：阮仪三。
这位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把自己一生的心血、感情都倾注到对古镇、名城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
。
这本《阮仪三文集》，让我们的视线更多地聚集到阮老从事建筑五十年来，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江南
园林保护、江南水乡、古镇保护和历史街区保护这一重大课题上。
透过本书，我们不仅可以清晰阮老对于建筑，一生的感悟，更可以感受到他字里行间对于古城守望的
拳拳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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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阮仪三，1934年11月出生，苏州市人。
1956年考入同济大学，1961年毕业留校。
现任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因而享有“古城卫士”、
“古城保护神”等美誉。
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主要著作有《护城纪实》《护城踪录》《江南古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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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序言
作者自序
第一篇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研究与实践
  1  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类型及其风貌保护
  2  历史名城特色要素的分析
  3  城市历史环境保护的生态学理念
  4  历史建筑与城市保护的历程
  5  中国古城的特点、问题、保护和建设
  6  历史名城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旅游发展
  7  “刀下留城”救平遥
  8  保护古城的开创之举——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1980)
  9  上海历史文化名城特色要素分析
  10  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1986—1997)
  11  苏州的建筑风
第二篇  江南园林保护的研究
  1  苏州园林的文化意境
  2  园林纷呈各有特色
  3  江南园林地方风格的差异
  4  园林的修复之道
  5  江南园林的延续与创新
  6  私家造小园
  7  造园与自然山林
第三篇  江南水乡、古镇保护的研究与实践
  1  十字路口的踯躅——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与合理发展
  2  迈向新江南水乡时代——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与合理发展
  3  江南水乡传统城镇保护与规划研究
  4  江南水乡古镇的特性
  5  江南古镇的形成和发展
  6  江南古镇的保护与更新
  7  保护周庄古镇的实际经历
  8  乌镇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曲折故事
  9  甪直古镇区保护规划(1998)
  10  同里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2000)
  11  南浔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1999)
  12  西塘古镇保护规划(1999)
  13  楠溪江古村落保护更新的实践(1997)
第四篇  历史街区、环境保护的研究与实践
  1  我国历史街区保护与规划的若干问题
  2  旧城区道路改造中的“医源性疾病”探究
  3  重振老外滩的雄风
  4  苏州干将路的开通和传统风貌的继承
  5  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的战略思想及理论探索
  6  绍兴名城风貌的消失和历史街区的保护
第五篇  纪实、散文、访察、随记
  1  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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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项羽焚咸阳和保护历史城镇
  3  轰炸科隆大教堂和华沙城的重建
  4  朱启钤和梁思成对中国历史建筑保护的初创
  5  九华山风景区规划的风风雨雨
  6  陈从周先生构思修造的“明轩”——飘洋过海的中国园林
  7  芝加哥的保护建筑
  8  日本的历史遗产保护
  9  按规划建造的中国古都
  10  汉字智慧和中国城市
  11  西部大开发不可忽视历史文化的保护
  12  寻求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双赢”之路
  13  质疑风景区的索道
  14  九寨沟存疑
  15  论文化创意产业的城市基础
  16  从石库门看上海建筑百年文脉
  17  我与上海的城市保护
  18  关于古城保护的对话——访阮仪三
  19  中国文化需要继承与复兴
  20  地震一来见分晓
  21  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和保护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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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拆房保地小人结怨按九华山总体规划要求，要修筑一条从九华街通向后山闵园的旅游公路，
我选的路线是尽量避开风景点和一些有观赏价值的岩石和古树巨木，也考虑到沿途的景色，这样路就
弯弯曲曲，路线要长一点，坐车可以观赏风景。
当时也提出了做隧道的方案，直接从山里钻过去，路线短多了，造价也会便宜些，但挖出来的大量石
渣无处堆放，不可能拉下山，那些石渣堆在哪里都会破坏原来的景观。
经过多次的论证，终于说服了所有的工程师们，按我的方案建造了。
　　路是一段段修建的，当在九华街区的一段路刚刚修好，九华山就有人打电话到上海说：路旁全给
房子占满了，快来看。
我立即上了山，真是大吃一惊。
按照规划，这段路两侧是留作山林绿地和用作文化馆及寺庙的扩建用地，而现在夹马路两侧密密麻麻
地全摆满了小房子，许多人正在抢工，挑泥抬砖热闹非凡，有的已开始上屋架，大多数还在砌底墙。
情况很明显，这些建房的人是抢占好的地盘，沿路建房开店，可以发财。
我作了一番调查，是什么人胆大妄为，不服从规划，私自动工，表面上是当地的农民和一般的居民在
盖房，再深入一问，这些房主，大都和九华山管理处的干部有关，这个屋是电台台长的丈母娘盖的，
那个店是什么会计的小舅子砌的等。
我气恼极了，就去问管理处的处长和党委书记们，他们竞说“我们也不知道”。
我说：“按规划建设你们都清楚，为什么可以随意乱建呢？
盖房子要有批准手续，这些房子是谁批的？
”“没有人批。
”我说：“没人批就是违章乱建，要坚决取缔。
”九华山的头头说：“那么多老百姓，不好办啊！
”我和他们说了没有用，就打电话向安徽省建委请示，省建委态度非常明确，乱建不对，要制止。
省建委告诉九华山管理处要管，他们口头答应但不行动，两天一过房子又多出来了，墙也砌高了。
　　我看这不行，弄到“木已成舟”就更难办了。
我想你们不管，我来管，我就去找建造宾馆和修路的工程公司。
我经常到山上去，山上的人都知道我，他们与我很熟。
我说明了情况，有上级领导的命令，他们也支持我，就派出一辆卡车，十几个工人。
我又通知了公安派出所请他们派几个民警帮助维持秩序，然后去找管理处的干部，一个也找不到，都
怕事躲起来了。
我看不能再等了，越等房子就盖得越多，便带了这十几个工程队的工人到了现场，宣布这些沿路的房
子，全是违章建筑，是非法的，奉省政府命令一律拆除。
工程队就动手推倒墙头，拆掉门窗，因为都是刚刚砌的，很容易地就拆了一大片。
开头那些盖房的人还没有反映过来，只在边上看，后来有人去各家报信，过了一会儿，来了大批老婆
子、大嫂子，捶胸拍腿地嚎，有的趴在房基上，有的来揪住我和一些拆房工人胡吵，大哭大闹，说你
们破了我们的家产啦，你们是土匪鬼子队，我这条老命不要了，连房子一起都砸了吧。
我一面关照工人拆了快撤，一面责备他们不讲道理，后来我发现这些人中间有干部家属，而远远的也
有干部在看热闹，我就严厉地说你们已经违了法，干部带头违法，还要闹，我都有材料，你们闹你们
的，男人、儿子要受处分，要撤职查办，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这一下，果然很灵，他们都灰溜溜地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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