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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园是北京大学燕园校区的园中
之园，北临未名湖燕园建筑，南接学生
宿舍区，四周有清晰的围墙界线。

燕南园中的 17栋历史建筑围绕中心
绿地分布，中式庭院与西洋小楼交错并
存，有着鲜明的建筑风格和中西并用的
工艺特点。园中各时期的历史要素交相
辉映，还存有清代花神庙石碑、燕京大
学时期修筑的井盖与虎皮墙等公共设施。

燕南园已有近百年的建成史。它见
证了北大的发展历程，也形成了富有生
机的生态景观。园内绿化率高达 70%，
入目皆是葱茏的植物和活泼的野生动
物。生态景观也浸入了燕南园的人文底
蕴。园内的“三松堂”“周家花园”“藤
萝花会”“忆春庐”等文化空间，都环抱
于这些自然要素中，深刻影响了人们的
感受与记忆。

2019年，“燕南园历史建筑群”列入
北京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单。2021 年，
北京大学校园自然保护小区 （含燕南
园） 入选“生物多样性 100+全球典型
案例”。

从建筑视角看，作为教师住宅区的燕
南园，其空间功能与尺度设计呈现出人性
化、私密性的特点，营造了悠游自在、适于
休憩的氛围。从 1920 年代至 1980 年代，
园内先后入住了冰心、侯仁之、冯友兰、陈
岱孙等近50位知名学者。

燕南园一直是北大师生颇具认同
感、参与感的精神家园。自早期规划
起，燕南园就充分体现了公共参与精
神。设计方案不是建筑师的“一家之
言”，而是充分吸取入住教师的诉求和偏
好。在设计 54号住宅时，特意为书房另
设门户以便学生来访交流，庭园种植的
藤萝花开时，54 号便成为师生作诗的

“藤萝花会”；冰心、吴文藻夫妇在 66号
一楼客厅摆放了许多报纸和学术刊物，
供其他师生前来阅览，是当时校内闻名
的“期刊阅览室”。

燕南园是典型的校园遗产。校园建
筑及其景观是不同时期学科特点和育人
理念的物化表现，是历届师生教学生活
记忆的承载空间，是校园历史与文脉的
宝贵遗产。

校园遗产大多数仍在服务于教学、
科研与校园生活，是正在使用、延续的
活态文化遗产。此类遗产的保护重点是
延续功能、空间以及社区参与、社区对
原有文化习俗的保护等。

如今的燕南园也是活态发展中的文
化空间，园内同时存在居住、教学、办
公等多种活动。随着人口密度增加，燕
南园中部分杂乱、破损的基础设施亟待
改善。

如何保护和延续活态的校园遗产？
如果将燕南园改造只视作一项环境

提升或景观保护工程，那就难以完整理解
它的价值以及延续至今的理念，难以回应
燕南园与师生们的发展诉求，难以在梳
理园内密集的人文和生态要素的同时，

凝聚、提升师生互动共建的集体精神。
所以，彰显遗产价值和校园文脉，

成为“北京大学燕南园”历史地段景观
保护与展示项目的主题。这个项目更像
是一次历时一年的校园遗产教育活动，
包含了从社区参与到规划设计再到工程
实施的一整套流程。

燕南园保护中开展的社区参与，使
用了意见建议、体验实践和传播共享 3
种方式。

项目首先开展了大规模问卷调查和
访谈，共计回收781份调查问卷，进行了
6次焦点小组访谈。此外，还对燕南园内
常驻的院系部门、相关学生团体进行了
走访。师生的意见建议都被吸纳到项目
的规划方案中。

这一项目还进行了全校招募，吸引
学生参与燕南园历史建筑数字化工作
坊。在专业教师带队下，师生运用三维
激光扫描、摄影建模、全景拍摄等方
法，对燕南园 65号建筑进行了数字化建
模。借助文物数字化技术实践，增加了
学生对燕南园遗产价值的认识，促进了
保护观念的形成。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学生会、北大绿色生命协会也都加入
进来，举办植被绿化工作坊，向专业学
院的师生征集燕南园植被绿化设计方案。

传播共享是推动遗产价值取得共
识、获得广泛参与和创造的核心路径。
在保护和展示中，采用了线下、线上相
结合的方式。燕南园遗产地的导览活
动，可让师生在讲解员带领下实地参
观，了解园中名人故事和生态植物，并
在活动后座谈。此外，还邀请专家学者

举办主题讲座并利用网络平台，使燕南
园故事、植物特点、口述史等成果覆盖
到全校师生。

校园遗产是服务师生群体物质生活
和精神文化的场所。保护其活态特性就
需要延续社区的活力。因此，校园遗产
的保护利用要积极引入社区参与。“北京
大学燕南园”历史地段景观保护与展示
项目所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校内师生
对校园遗产的历史属性、生态属性和文
化属性有较深感知。

师生们认为应将“最小干预”作为
首要保护原则，强调整治杂乱环境的同
时，应保护好历史建筑原有的风格面
貌，避免“修旧如新”。“燕南园里的建
筑代表了修建时的审美取向，并且成为
记载历史时光的载体，我希望它们内部
的构造和外部的面貌都可以得到保留。”

“随意摆放的垃圾桶、设立在园子中央的
厕所都感觉有些格格不入。”“可以稍微
除去一两处篱笆道路。”

师生们也非常强调对生态环境的维
护。在问卷调查中，有 87.26%的填写者
表 示 希 望 “ 了 解 燕 南 园 的 动 植 物 生
态”， 希望保留燕南园内植物群落结构
和典型植株，避免过多、过量的人为干
预，“有一些杂草和不规整的树木存在，
其实会有一点蛮神秘又荒芜的感觉”；同
时，还希望保护有特殊意义或有典故的
植物或景点，如洪业故居的紫藤，就有
师生建议在原环境处进行复原。

师生都强调增强对燕南园历史文化
价值的阐释工作。调查显示：有 73.53%
的填写者认同“对燕南园的宣传还不
够”；有88.56%的填写者希望“了解燕南
园历史文化”，希望增设说明牌，展示历
史信息，希望在燕南园设置展览空间，
还可以“打开知名学者故居的门”，将故
居变身为陈列馆，增强阐释效果。

基于校园社区对燕南园“最小干
预”的诉求愿望，延续“自然”“古色古
香”“生意盎然”“幽静”的独特风格，
保护项目尊重了燕南园历史格局和自然
生态系统，重点对园内破损、不合理、
不协调要素进行梳理更新，整治了杂乱
的篱笆围挡和环卫设施，解决杂物堆积
问题；对质量较差的建筑物则拆除私搭
乱建的临时设施；提取燕南园文化元
素，运用在园内灯具、座椅等公共设施
的更新中等。

许多改造项目，设计人员往往侧重
空间和视觉上的整体性，疏于“历时
性”地整体把握完整内涵。燕南园一年
四季的风貌都各具特色，其中的独特魅
力和困扰，只有从长期的体验和社区记

忆中进行探寻。社区参与者收集了大量
燕南园生活亲历者的感受，包括春季花
粉过敏、夜晚灯光不足、雨天路面积水
等问题，都是对燕南园的真实反馈。这
不仅更加整体地呈现了燕南园的真实面
貌，也为解决燕南园中具体、动态的问
题提供了可能。

社区参与的保护实践激起了师生、
校友的关注热情。北大绿色生命协会的
师生指导了保护植物的实地挂牌，监督
对生境的影响；材料学院自主研发的透
水砖材料，铺装到了燕南园的林荫道。

燕南园还是校园日常管理的一部
分。因此由房产部牵头，动力、基建、
会议中心等校园后勤管理部门共同探讨
项目的落实和后续维护工作。这是项目
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措施。由此，燕南
园保护实践形成了校内各方合力、校外
关注参与的多主体保护利用工作机制，
为燕南园持续注入了活力。

校园遗产保护中的社区参与实践，
与遗产延续的校园功能密不可分。基于
校园社区特点策划的多样化社区参与途
径，有利于保护文化多样性与遗产的活
态性。

高校师生普遍关心校园文化和公共
事业，能够积极参与公共讨论。他们可
从不同的知识背景出发，提出行之有效
的建议。此次调研回收到足够的样本
量，组织活动时师生踊跃报名，毕业已
久的校友主动来信建言献策等，都反映
出燕南园项目良好的社区基础。

保护校园遗产活态性，未来还可以
借助持续性的参与性文化活动，激发关
联社群对于遗产地的认同、实现自我声
音的表达。

文化遗产保护的社区参与实践如何
更好地结合中国传统、本土发展语境以
及不同类型遗产的具体特性，正是要基
于对当地社区组织形式和群体特点的研
究，动态调整策略，多种方式并行，才
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推动建立可
持续的保护利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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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夏季，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
师生以“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厦门”为主题，
分别对该校历史建筑群和厦门的“环岛路”

“中山路”“第八菜市场”进行了遗产价值要
素提取实践；同时，也依照遗产传播的特点
规划了体验产品。图为中山路实践小组在现
场展示她们的“遗产小道”规划成果。

周 珏绘

“北京大学燕南园”历史地段景观保护与展示项目——

校园遗产保护的实践
张剑葳 王思渝 宋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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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欣

2023年12月21日，“北京大学燕南园”历史地段景观保护与展示项目获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3年亚太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

燕南园保存下来的水泥路以
“脱浆彩石混凝土”工艺进行施工，
老校友称之为“洋灰路”。这里的

“洋灰路”已有 76 年历史，大部分
仍能正常使用。

北大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李
迪华老师发现，燕南园东侧水泥路
破损后，显露出大小和颜色都参差
不齐的石子。于是，他开始追溯这
些“洋灰路”的历史价值，与北
大“燕园公益营建社”的黄可同
学翻阅北大档案馆资料，找到了

历史照片。又几经辗转，寻访到
了 九 旬 高 龄 的 老 校 友 。 研 究 发
现，燕园中最早的水泥路修建于
1948 年。

为此，李迪华大力呼吁保护这
些水泥路，寻访到专门修复历史路
面的施工团队，对少量保存完整的
路面进行修复；破损的洋灰原料则
被回收，取出原骨料，采用相同的
工艺进行还原。不仅老材料得到循
环利用，历史道路的价值也“凝
固”在更新后的路面中。

20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开
始在校园南缘规划教师住宅，设
计了燕南园 50 至 66 号建筑。在
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时期，曾有
许多著名学者居住于此。

进入 21 世纪，燕南园住户逐
渐减少，部分建筑用作科教办公
场所。随着校园南部扩建，燕南园
成为北大校园内的中央文化区。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

中国已有 70 处校园旧址或
建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如北京大学未名湖燕园建筑、
清华大学早期建筑、中央大学旧
址等；此外还有许多被登记为“历
史建筑”的校园建筑分布在众多
校园中。

西班牙埃纳雷斯堡大学城、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术村等也被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延伸阅读

周珏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是一名职业插画师，曾经
参加过导师张剑葳副教授组织的
燕园文物数字化工作坊。她用画
作描述了师生参与燕南园历史地
段景观保护与展示项目的情景。

“燕园曾是我学习生活过的地方，
又是值得研究与保护的文化遗
产。燕园不仅以塔、湖闻名，还有
西校门、办公楼、红五楼、校景亭、
花神庙和燕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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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和延续
活态的校园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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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照片由“北京大学燕南
园”历史地段景观保护与展示项目组
提供）

但是，公众关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视角范
围，远远超出了遗产专家眼中的“社区”和遗产
地。遗产价值阐释的功能、方法，也对以往的科
普、展陈、宣传范式提出了新挑战。基于厦大校
园，同学们尝试以“传播”重构对遗产的理解：
声音、美味如何成为新的阐释介质？厦大和鼓浪
屿周边的环岛路、第八菜市场具有哪些值得关注
的价值要素？这项课程一直延续到今天。走上工
作岗位后，许多同学依然在自身的工作、生活环
境中，关注可持续发展中的青年、“人与生物圈”
中的公共参与、大运河上的体验线路、泉州中山
路的百年变迁，还有“北京中轴线的钟楼钟声是
如何复原的”。

2023年12月，“北京大学燕南园”历史地段景
观保护与展示项目获评 2023 年亚太文化遗产保护
优秀奖。师生们并未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一项“施
工”，而是在实施中凸显“人”的融入，吸引利益
相关者共同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审专家
高度赞扬了这一实践激励了师生、校友等社区成
员重视集体记忆并以此有效保护了校园建筑。

我们为何不约而同地关注校园遗产？
在文化、自然遗产逐步成为社会生产资源过

程中，“参与”从来不是保护的衍生或“副产
品”，而是贯穿于遗产生命的始终，是遗产传播空
间内的重要组成。有效的社会参与途径，应符合
遗产传播“真实性、实践性、公共性”的特点与
规律。“真实性”源于遗产价值和信息表达的双重
要求；“实践性”强调参与途径能够好用、持续并
通用；相比之下，实现“公共性”，更像是多方合
作方能开启的一道“硬核”——世界遗产为我们
日常生活提供的最动人之处，不是叠加重复了文
物古迹、风景名胜的阐释、教育、欣赏、陶冶功
效，而是更着眼于“全人类共同”视野和责任，
弱化只为当下、局部和自我的诉求，以此丰富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凝聚社会共识，滋养个体、群
体和团体的参与愿望与自豪感，从而在更大空间
内，具备参与文明互鉴、推动共同尊敬自然、尊
重多元文化的能力。

活态、活泼的校园遗产环境，更易于沟通校园
社区，聚集不同领域的资源，激发师生的传授、参与
热情；在此过程中，也能更准确地观察传播如何影
响了“人”的社会需求与精神健康。此时的校园遗
产，就成为实践和塑造利益相关者具备“真实性、实
践性、公共性”本领的“近水楼台”。

世界遗产具有天然的“共同”属性。当今，
世界遗产以传承、创新助力遗产地社会进步，更
成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保持可持续发展“韧性”的动力与途径。

于是，遗产信息需要“触及”的视野、范围
和“距离”也在不断交织延伸，这也重新定义了
遗产传播的空间，促使我们在寻找路径、判断效
果、提升社会影响力时，关注利益相关者应用遗
产资源的特点与共性。

自 2009 年开始，我在厦门大学暑期课程中讲
述 《文化遗产传播》，寄望年轻一代以“世界遗
产”视角去鸟瞰信息的“流动”与空间构成，辨
析“生长”中的未来遗产并寻找价值阐释的评估
方法。课堂上，没有谁来自于文化遗产专业领
域，许多人甚至第一次静心思考这些名词。

那厦大有文化遗产吗？
“我们只有嘉庚建筑！”这是所有参与者的第一

反应。
文物与文化遗产既有区别，也存在递进演化

关联。2006 年，与“鼓浪屿近代建筑群”一起，
“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早期建筑”列入第六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多年后，“鼓浪屿：历史国
际社区”成为中国第 52项世界遗产，“嘉庚建筑”
也进入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北京大学燕南
园”历史地段景观
保护与展示项目在
全校招募学生参与
燕南园历史建筑数
字化工作坊，运用
三维激光扫描、摄
影建模、全景拍摄
等技术，对燕南园
65 号建筑进行数字
化建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