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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据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
遗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
金磊介绍，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推介项目是由全国建筑、文博界
的百余名院士、大师组成的权威
评审委员会，按照国际规则产生
的，在北京市公证处监督下历经
初评、终评，它既兼顾公平公正
性，又具持续性，至今8年间共推
介了 7批。2014 年委员会制定了
评审标准，2021年又在此基础上
加以修订，使得标准更与时代相

吻合，更与国际遗产宪章接轨。
推介标准注重项目体现的独

特性，可以从三方面理解，第一
方面是它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所
产生的重大作用——事件性；第
二方面它强调了项目本身在文化
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价值，以及对
中国建筑与城市社会带来的推动
作用。科学技术对建筑的影响，
无论是设计和建造，其作用都是
决定性的。第三方面重在强调中
国建筑大师的作品。

20世纪建筑遗产在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并且对我们未来的建筑事业也是一种
参考。许多建筑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以及
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事迹的独特背景，成为了

人们过往岁月和近现代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实物载体。确
实，20世纪建筑遗产会和其他遗产类型重合，但其自身独
特的价值更加值得重视。百年间的建筑作品或多或少都体
现了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和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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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基层的建筑遗产
价值被进一步挖掘

近年来，一些来自中小城市和乡
镇的优秀建筑瑰宝被发掘出来并通过

“建筑遗产”的方式进入价值研究和
保护范围。

入选本次推介名单的江西龙南解
放街是 1910 年建成的骑楼建筑。骑
楼作为近代商住建筑，大多在我国广
东、海南、福建等地出现，但江西保
有建筑面积如此可观、保存如此完好
的骑楼建筑，值得关注，也为建筑遗
产研究提供了较高的史料价值。

除龙南解放街外，河南省驻马店
市的“卫星人民公社”旧址等都出现
在第七批建筑遗产推介名单中。

正如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

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在第七批
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公布活动
现场所说，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由保
护宫殿建筑、寺庙建筑、历史性建筑
和纪念性建筑，拓展为保护百姓生
活、工作、购物的场所，一些传统民
居、工业遗产、商业老字号也被列入
了保护范围内。在此背景下，建筑遗
产范围不断扩大，来自“基层”的项
目受到关注和鼓励。

●首都国际机场T3航
站楼已是“建筑遗产”

梳理已公布的中国 20 世纪建筑
遗产项目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后的
建筑项目数量近年来显著上升。

在此背景下，新公布的第七批中
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体现出一个

引人瞩目的特点，即获得推介的建筑
项目营造时间可以进一步“向后”延
展，不但包含 20 世纪建成的建筑，
而且还有修建于 2000 年以后的“21
世纪建筑”也被列入进来，如 2006
年建成的苏州博物馆新馆、2009 年
建 成 的 首 都 国 际 机 场 T3 航 站 楼 、
2003 年建成的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
区等都被推介入选。

以上变化揭示了当前文物、文
化、建筑等行业对遗产理念的认知
正 发 生 改 变 。 在 第 七 批 推 介 项 目
中，专家们采用了新的思路，将原
本“20 世纪建筑遗产”的内涵进一
步 扩 展 为 “20 世 纪 与 当 代 建 筑 遗
产”，以此避免过于“厚古薄今”，
使 得 当 代 建 筑 价 值 得 到 进 一 步 关
注。“这样做的目的是关注对建筑领
域有指导作用的项目，鼓励和引导
当代中国建筑创作，从而进一步推
动建筑界不断发展成长。”中国文物
学会 20 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秘书长金磊说。

●名人故居是20世纪建
筑遗产重要组成部分

在第七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
项目中，为大家熟知的北京鲁迅故居
入选，也是在这座旧居，鲁迅写下了

《野草》等作品。
笔者来到鲁迅故居时，正是工

作日，但来参观的人并不少。这座
四合院中，北房后的小房间内陈设
简单，但在建筑形制上却别有意趣
——这间房被拖在三间北房后面，
世人也称其为“老虎尾巴”。旧居东
侧房屋内，陈列着原房院图和改建
图 纸 。 介 绍 中 称 ， 改 建 “ 老 虎 尾
巴”是鲁迅的主意。

谈到此次入选，金磊表示，上世
纪 20 年代，鲁迅买下这座院子，在
这里住了两年多。“在这里，鲁迅写
下不少著作，其精神气质留存于故居
中，具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意义，今天
的我们能从其生活的空间中感受到这

种气质。”金磊说。
从首批到第七批中国 20 世纪建

筑遗产项目，鲁迅故居这类名人故居
多次入选。“名人故居一直以来都是
20 世纪建筑遗产专家组推介的重要
方向，其完整地保留了居住者的精神
气质，独有的人生内容。而目前，国
内仍有诸多丰富的资源等待发掘。
例如，位于北京赵堂子胡同 3 号的
朱启钤故居，是中国古建筑学家朱
启钤住所，也是中国建筑学术团体
中国营造学社一段时间的办公所在
地。该故居对研究中国建筑史和抗
战文化史有重要意义，理应受到更
多关注。”金磊说。

●关注建筑遗产科学及
文化价值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对于有着
重要意义的近现代历史建筑抢救、保
护工作日趋紧迫。在 20 世纪建筑遗
产的推介中，专家们尤其关注建筑的
科学技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据介绍，第七批中国 20 世纪建
筑遗产项目推介过程中，项目的科学
技术价值被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2021 年 8 月修订的 《中国 20 世纪建
筑遗产认定标准 （试行稿）》 明确，
申报“20 世纪建筑遗产”的资格包
括“对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诸方面产
生过重大影响，是技术进步与设计精
湛的代表作，具有建筑类型、建筑样
式、建筑材料、建筑环境、建筑人文
乃至施工工艺等方面的特色及研究价
值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科技水平直
接影响了建筑本体的寿命，更对建筑
遗产保护工作产生重大影响。不同时
代的建筑材料与工艺，也都成为关注
重点。

“这是因为，20世纪以来，全球
开始广泛使用新型材料和新的施工体
系，但由于当时相关标准尚不成熟完
善，许多 20 世纪建筑遗产的建筑材
料寿命较短，比如使用类似于混凝土
等材料修建的建筑，一般安全使用期

限在50至100年，一旦出现腐蚀，往
往威胁文化遗产本体，为遗产保护
工作带来困难。专家组将建筑遗产
中的科学技术提到显著位置，其目
的正是引导设计者与管理者重视对
建筑技术的改造与运用，进一步延
长建筑寿命，化解遗产保护风险。”
金磊介绍说。

在第七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
项目公布现场，单霁翔还做了“文化
城市的力量——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
来”主题报告。他认为，展现文化
力，是一个城市从“功能城市”走向

“文化城市”的路径。20世纪建筑遗
产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成为目
前建筑遗产“文化价值”的重要评估
方法。

苏州博物馆新馆被推介进入第七
批建筑遗产名录，就被认为对城市发
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专家们认为，苏
州博物馆作为当地城市文化的重要载
体，不仅在设计上传统与历史交织，
展现出富有城市文化特色的“苏州印
象”，更为博物馆围绕吴文化、江南
文化等进行的文创产品开发提供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

●北京中山公园为何也
被列入20世纪建筑遗产？

在第七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
项目中，出现了“北京中山公园”。
在人们的印象中，位于故宫南面的中
山公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又与20世纪建筑遗产有何关联？

“北京中山公园被纳入20世纪建
筑遗产有其合理性。”金磊说。

笔者前往中山公园，从西门进
入，穿越数株嶙峋苍翠古树，来到
位于公园中心的社稷坛。这里原为
明、清皇帝祭祀土神和谷神之处。
而在 1914 年后，社稷坛及周边建筑
由朱启钤组织，被辟为公园对社会
开放。

中山公园在近现代城市建设史
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外开放后，
不少近现代建筑开始出现，记录着
许 多 中 国 近 现 代 历 史 上 的 重 要 事
件，成为历史性文化景观的记忆载
体 。 社 稷 坛 一 旁 的 蕙 芳 园 就 是 一
例。这座于 1988 年动工兴建的园

林 ， 远 远 送 来 兰 花 清 淡 馨 香 的 气
息。蕙芳园采用封闭式造园手法，
园中茂林修竹，四合院式的展厅由
回廊连接，一派萦绕曲折的景致。
出园之后，向着东南方向，又到民
国时期重要公共空间之一的来今雨
轩。这里如今已被辟为茶社，一旁
的冬菜包子铺烟火气缭绕，偶有游
客在此买几个包子作为纪念。

从中山公园的官网页面上，还
可以了解许多在这里发生的近现代
革命史料，李大钊等曾在此开展活
动，少年中国学会也曾将北京中山
公园作为重要的活动场所。矗立在
公园南门的保卫和平石牌坊，记录
着重要的历史过程。也因此，中山
公园入选“20世纪建筑遗产”，主要
是关注了其进入 20 世纪后的发展历
程和价值。

●需要让社会公众了解
建筑遗产的意义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
工作应如何做好下一步？金磊建议，
在总结理论学术成果，尤其要在开展
大众普及方面着重发力。

20 世纪建筑遗产保护是一项全
球化的文物保护行动。2011 年，国
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下属的 20 世纪遗
产国际科学委员会公布了 《20 世纪
建 筑 遗 产 保 护 办 法 的 马 德 里 文 件

（2011）》。其中特别提出，20 世纪
建 筑 遗 产 要 服 务 更 广 大 的 社 会 公
众。为此，中国文物学会 20 世纪建
筑遗产委员会正在计划通过举办海
内外 20 世纪建筑遗产摄影大赛、将
评选出的 600 多项 20 世纪建筑遗产
进行图集编撰等方式，引导公众关
注和参与 20 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工
作，进一步向大众普及 20 世纪建筑
遗产的独特价值。

据笔者了解，中国文物学会 20
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目前已组织专
家学者编撰 20 世纪建筑遗产读本，
面向建筑界、文博界以及建筑建造
者，对 20 世纪建筑遗产在中国的最
新进展、理论建设以及当前的优秀
案例进行汇总介绍，以进一步探索
20 世纪遗产在全社会中的有效保护
手段。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再添100项

胡炜莘

日前，在由中国文物学
会、中国建筑学会学术指导的

“文化城市建设中的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研讨会”上，第七
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
介名单公布，共100项。

“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
自2016年首次公布项目名录以
来，已累计公布七批共 697
项，涉及纪念建筑、会堂建
筑、教科文体建筑、住宅与住
区、医疗建筑、办公建筑、宾
馆建筑、交通建筑、商业建
筑、工业建筑等十几种门类。
此次公布的第七批中国20世纪
建筑遗产中，包括广东茂名露
天矿生态公园与“六百户”民
居及建筑群等优秀当代中国建
筑设计作品。它们是探索现代
城市发展中历史文化传承和创
新多样路径的典型案例，同时
呈现推介活动本身进一步向市
县基层延伸的态势。

北京中山公园保卫和平石牌坊。 胡炜莘摄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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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年初，游客在江苏苏州博物馆参观。 王建康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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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来自中小城市和乡镇的优秀建筑瑰宝被发掘出来并通过“建筑遗产”的方式进入价值研究和
保护范围。入选本次推介项目的江西龙南解放街是1910年建成的骑楼建筑。

图为江西龙南解放街 （黄道生骑楼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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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的推介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