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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5_BF_E6_96_87_E5_c34_44821.htm 历史街区像树的年轮，

记载着城市的历史；像厚重的书籍，积淀着城市的文化。有

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历史街区，才能延续西安的历史传统和人

文精神，留住城市的根。在城市建设和历史文化保护之间，

往往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在很多时候，在追求经济利益和保

护历史文化的较量中，最终结果是推土机获胜，一些具有不

可再生的文物价值的历史街区或建筑就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

烟消云散。 经历过千百年的风雨之后，西安的很多人文历史

街区通过改造之后，在新的时代仍然散发着勃勃生机和新的

活力。 书院门古文化一条街 书院门街是西安著名的历史街区

，从南门至文昌门，街道全长570米，这条街周围，西有著名

的湘子庙、宝庆寺塔，街内有明代陕西最大的学府" 关中书

院"，东有碑林、卧龙寺等。两端有巨型仿古牌楼，街道两边

近百家店铺，主要经营文化用品、古玩字画、文房四宝、青

铜器、民俗用品、传统手工艺品及珠宝等。新整修后的书院

门街道中央清一色的仿古式小铺一字排开，售卖各色手工艺

品，剪纸、皮影、古埙、耀州瓷、字画、刺绣、玉器等等，

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游人更喜欢在这些小铺前流连观

赏，"淘"自己喜爱的物件。整个文化街富有浓厚的历史味、

文化味，浸透了浓浓的墨香。 北院门回坊风情一条街 从西安

市中心钟楼向西100多米、穿过鼓楼门洞，就进入了西安回民

历史街区。区内有大小形态各异、年代不一的10座清真寺，

约2万名回民" 依寺而居"，维持着原有的宗教传统和生活习惯



。西安著名的北院门"小吃一条街"、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化

觉巷清真大寺，以及中国三大城隍庙之一的西安城隍庙都在

区内，以汉族和回族为主的多个民族于此居住生活，呈现出

多元化的文化氛围,具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回民街在西

安，绝对是一个标志性的地点。到了西安的游客一般都不会

错过回民街，不光是因为街道两旁大量的美食店铺，更是因

为这条街道深厚而丰富的文化内涵。走在街区内，随处可见

具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和穆斯林建筑风格相融合的小店，由

回民经营着各种民族服饰、工艺品、回民小吃等，具有浓郁

的清真特色，深受外来游客尤其是国外游客的喜爱。每到夜

晚，这里更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

尽享美食和民族风情之乐趣。 保护与开发 西安是一座具

有3100年建城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悠久的历史和丰富

的文化积淀，使西安拥有一批世界级历史文化遗产、诸多著

名旅游景观以及独特的市俗风情、民间艺术、街巷民居等现

实文化资源。在城市发展建设中，如何处理好历史文化保护

和城市建设的关系，如何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

，发挥西安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展古都风貌、促经济发展

，是摆在西安各级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在西安的城市发展

过程中，也曾遭遇过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尖锐矛盾

的困扰，如前几年百年督军老宅的拆与不拆的问题等，几乎

每一次涉及文物保护的城市改造工程，都会在政府部门、开

发商与专家学者、普通市民之间引发激烈的争论；也曾发生

过令人遗憾和痛心的事情。近些年来，政府文物保护的意识

在不断增强，对历史文化建筑及街区的保护力度在不断加大

。 为保护街区的历史风貌，西安市政府从1991年就开始对历



史街区内的部分街道进行改造。1997年，挪威首相和当时的

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签订了一个中、挪合作的协议，其中有

一个内容就是西安回民历史街区的保护。由挪威出资500万元

，国家科委和陕西省、西安市给予一定的配套资助和支持，

共同启动了西安回民历史街区保护项目。荣获2002年度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奖的化觉巷125号院落就是这次中

、挪合作保护、维修的成果。这座已有 200多年历史的小四合

院，如今依然是青砖黛瓦、雕梁画栋、古色古香。通过有效

的保护措施，西安回民历史街区可以说是西安保护最好的历

史街区，已成为一个能够体现西安文化特色、黄土文化、穆

斯林文化特色的旅游区域。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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