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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年度报告(2002-2012)》是由《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编辑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天津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的，是反映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十年历程的蓝皮书。
在这部蓝皮书中有专门文章介绍，早在2006年5月至2007年8月，在北京市规划委的领导下，北京市城
市规划院及三所高校通过普查登记、分类筛选、征求专家意见等环节，从150余处近现代建筑（建
于1840年至1976年）中，确定了71处共188幢建筑，最终由市规划委会同市文物局编制完成《北京优秀
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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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第一个层次：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 文物保护单位的概念早在1982年《文
物保护法》中就有明确界定， “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
刻等文物，应当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分别确定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文物保护的实际需要，文物保护单位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到2002年和2007年的《文物保护法》
，就将文物保护单位的概念定义为“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
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的概念直到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才正式提出，历史建筑是指“经城
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
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
历史建筑与文物保护单位的主要差异是，历史建筑类型较为单一，主要是指建筑物、构筑物，而文物
保护单位的类型则较为丰富；历史建筑没有级别，由城市、县政府公布，而文物保护单位分为全国、
省、市、县不同级别，公布的主体分别为国务院和省、市、县各级政府历史建筑是具有一定保护价值
，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即可，而文物保护单位则应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
 从保护实际看，相比少数保护价值较高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的规模是大量的，是构成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主体。
但目前保护中，却普遍只重视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忽视历史建筑的保护。
现在我们到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目前只剩下孤立的一些文物保护单位，大量有价值特色的建筑被破坏
和拆除。
主要原因是一些市、县领导认为这些建筑不具有保护的价值，特色不突出，都是一些破烂建筑，早就
应该拆了，城市应该“旧貌换新颜”了。
这些地方不是AB，1—去公布和保护历史建筑，而是大规模地拆除有价值特色的地方建筑，狭隘地认
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几个文物保护单位就可以了，最终直接导致了名城历史风貌的不复存在。
 在2010年出台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评估标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价指标体系》中，
除了历史建筑以外，都有环境要素的概念，是指城墙、城（堡、寨）门、牌坊、古塔、园林、古桥、
古井、100年以上古树等。
现在看来这可能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的历史建筑，在内容上是有交叉的。
历史建筑是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而城墙、城（堡、寨）门、牌坊、古塔、古桥、古井等都可以是
构筑物。
因此建议市、县政府公布历史建筑时，应把城墙、城（堡、寨）门、牌坊、古塔、古桥、古井等环境
要素纳入历史建筑进行公布和保护，将来拆除历史建筑就是违法的事情。
历史建筑的认定、公布是需要大量工作的，这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基础和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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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年度报告(2002-2012)》梳理了十年的历程与命题，总结了十年的贡献与成果，回
溯了十年的探求与思索，预言了十年之后的理想与动议，以浩瀚卷帙书写21世纪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保
护第一个十年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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