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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5_9F_8E_E5_c61_647626.htm 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

现象，每个时代都在城市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保护城市优秀

历史文化遗产应是城市规划的任务之一。 所谓城市优秀历史

文化遗产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法定的各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以及虽未定级但确有价值的古建筑、纪念建筑物、民居

、遗址遗迹以及反映城市发展阶段的代表性建筑物、构筑物

等；在历史价值的风景名胜地；较完整的体现出某一历史时

期岁月特色的地段与街区；能够体现历史上城市规划成就及

反映城市发展历史的规划格局。风貌特色和空间秩序。除以

上建筑实体性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外，文化传统也应是重要内

容之一。传统的戏剧、绘画、音乐、手工工艺、民族风情、

传统物产等都属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之列。如：中国古代建

筑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自成体系。除前述群体的特点外，在

个体上更有与众不同的形象。特征之一便是巨大的破顶，几

乎占了立面高度的1/2，为了减轻它的沉重感，将屋面做成曲

线，又将翼角高高翘起，造成“如翼斯飞”的效果。这样，

它与现代建筑相比，形象上差距甚远。现代建筑即使与古代

建筑具有同等的体量，相形之下，前者较实、较重，后者较

虚、较轻，这给新旧建筑的协调带来难处。在欧洲，新、老

建筑的协调较易处理，我们则困难较多。欧洲有用新建筑“

对比”衬托古老建筑的处理手法，而在我国，用对比手法常

见的效果或是反宾为主，把本应处于主题地位的古建筑“比

”下去，或是二者极不协调，造成视觉感受的不相容。当然



，处理好新老建筑的关系，决非一定要大搞仿古建筑，但形

象上一定要有对话，有联系，要相容。来源

：www.examda.com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初始思想缘自梁思成

在50年代的论述：“构成整个北京的表面现象是它的许多不

同的建筑物，那显著而美丽的历史文物⋯⋯它们是个别的建

筑类型，也是个别的艺术杰作⋯⋯，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

种类型、各个或各组建筑物的全部配合，它们与北京的全盘

计划的关系⋯⋯”对保护与建设的关系，他说：“一面重文

物及历史传统，一面估计社会的发展方向”，要“对文物及

社会新发展两方面的顾全”。这些思想显然不只适用于北京

，我国还有许多这样的历史名城，它们有壮美的“位置部署

”和整体文物环境。来源：www.examda.com 对于历史文化名

城的保护原则，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城市是一个有生命的

有机体，有几万甚至几百万人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城市是在

历史中形成的，它又要不断发展更新，即使是历史文化名城

也决不能当成一个博物馆。我们的保护工作一方面要使城市

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另一方面又要促进城市经济

、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历史文

化名城的保护方法的特点是要从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

城市规划。文物保护、建筑设计等各方面统筹考虑，采取综

合的措施，把保护与建设协调起来，从城市是一个大系统的

观点出发，进行高层次的保护。采集者退散 我国有国家级历

史名城62座，其中有成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也有万人的

小县城，有工业、交通十分发达的城市，也有以风景旅游为

重点的城市，它们在城市性质、规模方面有很大差异，所保

存的历史遗产的特点也各有不同。因此，保护工作要认真分



析这些特点，研究城市文化价值的精萃，抓住要领，采取不

同的保护方针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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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