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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收获却是对古城和古建筑永难修复的破坏！英国文物建筑

学会指出，70年代发展的旧区改造所破坏的具有文物性质的

建筑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的还要多！我国文物

保护界也有类似说法，即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以建设的名义

对旧城的破坏超过了以往100年。1982年始，我国先后公布

了99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但在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发展的

冲突中，牺牲的往往是前者。 1992年7月1日，矗立了80多年

的济南标志性建筑具有典型日耳曼风格、可与近代欧洲火车

站媲美的济南老火车站被拆除，起因是某官员说“它是殖民

主义的象征，看到它就想起中国人民受欺压的岁月⋯⋯那钟

楼的绿顶子(穹窿顶)像是希特勒军队的钢盔，有什么好看的

？”照此逻辑，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上海外滩建筑群理应

夷为平地！ 1999年11月11日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千年

古城墙一夜惨遭摧毁，郑孝燮、罗哲文等专家称之为20世纪

末恶劣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事件。之前，还有福州三坊七巷

的建设性破坏、贵州遵义和浙江舟山市定海的老街区被拆。

2000年2月，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的命运引人关注，类似这样

的明清四合院维系着城市文明的起承转合，但主事者并不认

为这栋拥有私人产权的旧民居会比一间豪华厕所更有价值。

北京这座“世界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梁思成语)被现代和

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强暴”得差不多了，知识界希望北京不

要再一次丢脸。 旧城改造的另一问题是房地产开发的狂热。



官员的“三拍”(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和开发商的算盘，其

作用远大于建筑师的专业蓝图。“拆”成了使用频率极高的

公共语汇，出现在建筑物的身上，像一个个惊心触目的靶心

标记。在仍有使用价值和文物价值的房屋被过早拆除的同时

，大量的危房和棚户却长期保留下来。保税区和开发区的建

设使宁波的历史人文资源损失了80%。另外，为了解决多年

来违法建筑的恶性肿瘤，“拆”又成了城市发展所要付出的

巨额代价。如广州2000年将清诉违法建筑480多万平方米，是

该市历史上拆房面积最大的一年。 旧城的破坏业已成为上个

世纪中国城市建设者们最短见的城市行为。历史的载体不是

在教科书中，而是在有质感、有形体、有生命痕迹的城市里

。口说是无凭的，只有古道巷陌和文物才令历史文明活色生

香。旧城被荼毒之后，宝贵的文明传统被割断，新城市对未

来表现得无所适从，只好一味地抄袭，拆了又建建了又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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