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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广州，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都浓缩在老城区。中调，到

底是广州老城历史文化得到维护的一个契机机，还是又一次

劫难？广州旧城改造失误的教训能否被汲取？保护历史文化

与城市建设是否不可调和？历史文化是否必然让位于商业利

益益？ 猎德村改造 10月16日，城中村猎德村开始拆迁。改造

方案上，关于“岭南历史风情街”的设想，被一片“商业金

融用地”取代，拥有800年历史的古村水乡风貌可能荡然无存

。 “中调”所引发的新一轮旧城改造，会否重蹈“大拆大建

”的覆辙？无论是恩宁路改造还是猎德拆迁，引起最大争议

的莫过于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恩宁路的骑楼街是拆是留

？猎德水乡的古镇风貌是否保存？“中调”会否导致“建设

性破坏”重演？ 市民若留心就会发现，2007年，在广州媒体

中见报率最高的地名莫过于“恩宁路”和“猎德村”，它们

牵动着每一个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的神经———因为它们所

代表的，是广州市新一届政府在城市规划发展方向和重心上

的调整：中调战略。 过去7年，广州的城市发展方针浓缩为

“东进、西联、南拓、北优”八个字。经过近7年的战略拓展

，广州城市中心城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部，由于天河区

东部和黄埔区西部房地产开发的推进，大沙地已经纳入到连

绵的建成区范畴；南部，由于番禺北部大学城和华南板块房

地产的开发，已经成为大量广州市民的通勤居住区；北部由

于白云机场的搬迁，城市结构优化获得新的机会。广州市的



城市空间格局从“云山珠水”开始走向“山城田海”，城市

空间成功拉大。 在“东南西北”拓展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中

心城区开始受到关注。 近两年来，无论是当地的专家还是来

自全国的学者，在为广州的发展把脉时发现：老城区危破房

、人口老龄化、基础配套设施落后、空挂户多等问题日益突

出，如果再不加以重视解决，就会造成城市空心化、边缘化

，出现“中空”的失控局面。 周边发展了，中部城区怎么办

？ 去年年底召开的党代会上，广州市市委书记朱小丹给出了

一个明确的答案。在党代会报告中，他在“八字”方针里加

入了“中调”，并具体化为“调优、调高、调强、调活”四

方面。 所以，当时间进入2007年后，人们看到的是发生在中

心城区热腾腾的景象：西边旧城改造，东边城中村改造——

—广州的“中调”战略高调启动，因“东南西北”战略而安

静了7年的广州老城进入新一轮的旧城改造及城中村改造。 

无论是恩宁路改造还是猎德拆迁，引起最大争议的莫过于对

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恩宁路的骑楼街是拆是留？猎德水乡

的古镇风貌是否保存？“中调”会否导致“建设性破坏”重

演？ 对此，广州是有过伤痛教训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特别是1992年到1996年，广州片面学习香港，在旧城不断开

发高楼，并建设高架路、内环路、地铁，带来大片拆迁，从

具体的历史地段、建筑物、历史街区，到整个城市格局、风

貌都受到严重的破坏。2000年，广州市重新确立“八字”方

针，拉开城市格局，逐步把旧城人口、传统产业疏散到新区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旧城改造对历史文化的破坏得到遏制

。 世纪末广州旧城改造对历史文化遗存的毁灭性破坏虽无可

挽回，但其教训却值得今人汲取，一些错误的观念亟待纠正



。现代化等于高楼林立，旧城改造等于大拆大建，这一观念

的误区是导致“建设性”破坏的根本原因。一些地方官员更

为追求政绩，追求商业利益，随意迁就开发商，改变规划，

导致开发失控。城市历史文化被毁，历史文脉被割断，城市

文化个性丧失，城市面貌雷同，是中国众多历史文化名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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