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城墙内传统民居仅遗24处 “文脉”亟待保护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5/2021_2022__E8_A5_BF_

E5_AE_89_E5_9F_8E_E5_c57_615180.htm 砖雕、影壁、飞檐⋯

⋯作为集聚特色的城市名片，古城西安的传统民居具有无与

伦比的亲和力，而目前城墙内具有保留价值的传统古民居仅

遗二十四处。有关专家称，保护古民居就是保护城市的历史

传统和人文精神，留住古城的文脉。 西安享有“十三朝古都

”的美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它又是中外文化相互交流

、各民族共生共荣之地，由此衍生的民居兼具多元文化特色

，别具一格。如鼓楼附近的回民历史街区、区内有大小形态

各异、年代不一的十座清真寺，约两万名回民“依寺而居”

，维持着原有的宗教传统和生活习惯，具有独特的历史与文

化价值。 据西安回民历史街区保护项目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

介绍，该历史街区是古城西安保护最好的。根据一九九七年

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签署的协议，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化觉

巷一百二十五号“修旧如旧”，成为此间受益的第一个中国

传统民居，并获得了“二00二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

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他表示，有内涵的旅游者会更关心古

城的传统民居，他知道传统民居在钢筋水泥的冲击下会愈来

愈少，能够体验古人日常生活意蕴的机会也越来越小。 西安

市文物部门调查资料显示，西安现存的传统民居数仅为上世

纪八十年代的百分之三十，一九九三年西安市文物园林局等

三部门行文的三十处“需保护的传统民居宅院和纪念性建筑

”如今已“损失”近半，城墙以内具有保留价值的传统民居

仅剩下二十四处(不包括已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传统民居)



，现集中分布在莲湖区和碑林区。 西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

筑师张锦秋认为，新修订的文物法已将传统民居纳入保护范

围，应当尽量“原地保护”，如必须搬离原址的则必须在文

物专家的指导下落实好“异地重建”。否则，城市的“文脉

”就会断裂。 据悉，西安市文物局近日对西安城墙以内的传

统民居进行了一次详尽的普查，并向该市政府递交了《关于

对西安传统民居实施保护意见的报告》。有关方面将联合召

开保护西安传统民居专家论证会，具体研究民居保护的细化

方案。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