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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历史建筑 延续历史文脉

编者按：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为《福州古厝》

一书撰写序言，指明“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

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2021 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的意见》，强调在城乡建设中系统保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化

遗产，对延续历史文脉、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建筑是城乡历史的物质留

存，是地方深厚历史底蕴和特色风貌的体现，具有不可再生的宝贵价

值。目前，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建筑的保护传承已逐步成为全社会

共识。为此，我们选刊《老建筑是城市浓缩的历史侧影》和《四川省

志·建筑志（1840—1990）》对四川古建筑情况的相关记述，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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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建筑是城市浓缩的历史侧影

老建筑是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度风格与个性的标志，同时也

是城市历史文化积累所成的凝固乐章。追溯一个城市的历史，老

建筑无疑就是这座城市发展的雏形，并折射出这座城市浓缩的历

史侧影。历经沧桑，一座城市至今留下很多优秀建筑。这些优秀

建筑不仅是城市风貌特色的具体体现，是城市历史文化发展的生

动载体，而且也是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资源。在权衡老建筑对城

市的长期价值与眼前的经济利益时，应高度重视对老建筑的保护，

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

一个城市的文化，是通过一棵大树、一幢房屋、一盏街灯，

长期的积累而缓慢形成，之后又靠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来延续。

老建筑，堪称城市记忆的载体，扒掉它们，毁掉它们，完全无法

再生，沉淀的、具有乡愁的文化就会荡然无存，城市居民的记忆

也会变得模糊不清。人们一直高度关注城市老建筑的命运，城市

市民希望政府宁可牺牲些眼前的经济利益，也要多保护一些有特

色、有价值的老街区、老建筑，不能留遗憾、悔恨，更不能让我

们的后人来骂我们当前的不作为、乱作为。

城市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其代表性建筑，但因多种原因导致

数量稀少。这就意味着，也许只是毁掉了一两栋建筑，实际上也

就毁掉了一段历史。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保护城市优秀传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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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刻了。因此，首先要在思想认识上

高度重视对城市老建筑的保护，形成保护合力，尤其是在城乡建

设中，要正确处理好保护老建筑与城乡现代化风貌之间的矛盾，

将有限的城市老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空间

和时间坐标，进而展现城市风貌的地方特色与历史文脉。

老建筑可谓是城市的根。多种原因所致，一些城市有价值的

近现代建筑被拆掉，所拆掉的老建筑通常又被钢筋、水泥、玻璃

幕墙的现代建筑代替。如果不加区分毁掉老建筑，即便拥有了现

代化的物质生活，我们却失去了属于城市的记忆。因此，要依据

法律法规强化对仅存老建筑的保护，重点是编制老建筑保护规划，

让珍稀的老建筑得到科学合理的保护。

因多种原因，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老建筑受到各种各样的冲

击，亟待抢救与保护。然而，传统意义上对待非文物建筑“不必保

护”的观念，显然已不适应老建筑保护的客观要求，必须转到“如

何保护”“必须保护”上来。

过去，一些城市经过“大拆大建”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得到

了现代化带来的诸多高效、便利的好处，但也使很多人失去了浓

浓的乡愁、心灵的寄托。要在现代背景下积极探寻城市老建筑的

地区意义以及地域性表达，除了钢结构、玻璃、铝合金的现代建

筑元素外，城市更应在建筑与气候、环境、地貌等方面的协调性

上做文章，还应塑造城市的人文空间、个性特征。

当然，老建筑保护工作最大的难点是：一些老房子为砖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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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木结构，一经风吹雨打，就不易保存。但是，又不能以现行

的相关建筑规范来要求老建筑，更不能因老建筑不符合排水、通

风等规范就以拆掉的方式简单处之。面临老建筑所处地价剧升的

压力，更应对地面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充分挖掘，建立起相

应的老建筑评价体系，以法律法规形式依法保护老建筑，建立健

全老建筑保护的日常管理和保护工作。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为让老建筑能得到科学合理保护，特

别需广大市民积极推荐老建筑，发现老建筑，让有关部门真正摸

清老建筑的“家底”，实行挂牌保护，严禁对老建筑乱拆乱建，并

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同时，要对市民推荐的老建筑进行鉴

定，实施分级保护。对于价值非常高的建筑，可申请进入文物保

护单位。

从传统走向现代，是城市建筑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城市

老建筑作为一个地区特有文化的载体与历史的记忆，必须留下其

昨天的历史痕迹，尤其是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更应保护好仅

存而珍稀的城市老建筑，以清楚展示城市的完整风貌和悠久历史。

（作者：刘祯贵）

《四川省志·建筑志（1840—1990）》相关记述

四川省建筑业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

四川就有先民“资阳人”在沿江地区繁衍生息，从事生产劳动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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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劳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 200余处。据 1986年文物

普查，四川省（含 1997 年从四川划出的重庆市）有古建筑遗址

1032处，古墓葬 12274处，古建筑 6545处，石窟寺和石刻 2905

处，近代重要纪念性建筑遣址 1286处，所有这些构成了四川省建

筑文化的宝贵财富。

四川地形复杂，兼具平原、丘陵、高原和山地。区域性气候

差异较大，建筑材料资源十分丰富；四川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

居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互相渗透而又各不相同，加之明初和清初

几次大规模移民入川，中原和华南文化与巴蜀文化互相补充终至

融汇一体。所有这些，都对四川建筑业产生了自然条件、文化政

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建筑技艺。

据专家考证，四川古建筑中有几项全国之最：一是汉画像石、

画像砖四川发现最多，仅摩崖石刻造像就有近 3000处，画像石、

画像砖是研究了解汉代建筑的最重要物证资料之一；二是汉阙四

川现存数全国第一，全国经发现的汉阙共 27座，四川占 20 座；

三是大量发现的岩墓是四川的特产，现存古墓葬 1.2 万余处，其

中石棺近 200座，僰人悬棺 100多个。

经过几千年来的建筑实践，四川的建筑特别是古建筑，形成

了自己固有的特色。四川现存古建筑中，宋代仅存建于宋淳熙八

年（1181年）的江油窦圌山云岩寺飞天藏一处，木构建筑，形似

八角塔，高 10.86米，直径 7.5米，有大木轴贯通上下，可旋转自

如；元代木构建筑仅存几处；明代木构建筑仅存 30 余处；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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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余处均为清代建筑。现存木构建筑中，寺庙宫观最多。

四川的宗祠、会馆较多，先秦时期就开始建立坛庙。西周遗

存的成都羊子山土台，为用于祭祀和盟会的禅坛，其形体之大，

修筑之规范，世所罕见。蜀汉之后，建祠之风尤盛，名贤祠成为

四川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是：祠墓结合，祠园结合。

其平面布局主次分明，突出了封建等级观念，具有祭祀和教育双

重功能和浓郁的文化气息。四川的会馆建筑多采用坐北向南沿中

轴线依次布置戏楼（亦称“乐楼”）、大厅、正厅及两侧厢房对称

的方式，会馆与园林浑然一体，成为市井主要的娱乐、集会和商

贸场所。

四川是全国现存古塔最多的省份之一，元、明、清所建之塔，

比比皆是。建塔材料用砖、石、木、铁等，平面多为方形、八角

形，有 7层、11层、13层及 17层等多种形体。邛崃市回澜塔高

75.48米，是全国第三高砖塔；峨眉山报国寺内建于元代的铜铁喇

嘛塔，塔肚上翻铸有 500余尊铁佛像；南充、宜宾、成都彭州市

等地建于宋代的 13层密檐壁内折上楼阁式砖塔，每层檐均施砖斗

拱，显示出建塔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

四川古代墓葬形制甚多，有起于东汉延续至三国、南宋的岩

墓，乐山麻浩岩墓、彭山江口岩墓等为其代表；有起于战国止于

西汉前期的船棺墓，为古巴蜀葬俗之一种，系以整根大楠木凿削

而成；有用巨石砌成大石墓和以石料为主修筑的石室墓（又称“画

像石墓”）；有用长方形砖砌筑成弧形或穹窿状砖室墓（又称“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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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砖墓”），其代表作当推五代十国时前蜀皇帝王建陵墓（史称“永

陵”）。还有少数民族焚人葬俗所建的珙县等地的“僰人悬棺”，棺

多为独木凿成，置于悬岩绝壁的缝隙处。

四川地形复杂，气候潮湿，自古以来，在返朴归真、崇尚自

然的思想支配下，先民们选址建房，常以环境为依托，融建筑于

环境之中，因地制宜，创造出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手法，以

适应不同环境。

川西平原多以四合院为主，沿中轴线布局，庭院、天井密如

蜂房，敞口厅多以花罩隔断，庭院花树成荫，形成有院必有园的

格局。川西“一字”型或“L”型的民居，多以竹林、树木为界面，

在房前屋后围合室外空间，俗称“院坝”，农舍几乎每户均有。

川东、川南的丘陵地区，城市、乡镇多沿江布置街道，顺势

弯曲，随等高线层层跌落，街道间以石梯相通。古巴子国别都阆

中城，嘉陵江三面环抱，隔江面朝锦屏山，创造出“处处轩窗朝

锦屏”的居住环境和景观；资中城西的罗泉镇沿球溪河建房成街，

酷似一条游龙，房屋建筑创造出筑台、跌落、错层、吊脚、悬挑、

架空、附岩等多种处理手法。宽屋檐几乎是四川场镇房屋的一个

共同特点，它根据川中多雨而设置，有出檐深达 2～3米者，既可

作交易市场，又可为人际交往、日常生活场所。

四川西北、东北山区，房屋建筑虽仍以中轴线、四合院为基

本布局手法，但为适应环境多分层筑台、层层跌落，利用轴线转

折、小品过渡及导向等办法，将建筑物组成统一整体，形成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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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如、灵活多变的特色。都江堰市的二王庙，堪称这一处理手法

的代表作。二王庙始建于南北朝时期（494年前后），清代重建，

是纪念李冰父子开拓都江堰的宗祠建筑。其地山势陡峭，高差达

50余米，匠人们利用有限地域，依山就势，主轴线多次转折，终

于开拓出总建筑面积 5000多平方米，拥有山门、乐楼、花鼓楼、

灵官楼、李冰殿和二郎殿等多重殿宇的宽阔空间建筑。

四川古近代建筑多取材于当地资源。土、木、竹、石等构成地

基、梁架、墙壁、屋面和地坪等，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四川的穿

斗结构和竹编笆泥墙，在县城、场镇和农村的民居中到处可见。

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以石为墙，以树皮为顶的房屋极多。土

石垒成的碉楼有高达 10余米者，历经风雨，仍坚固如初。

（摘编自《四川省志·建筑志》，1996年 6月四川科学技术出

版社出版）

报：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省委宣传部，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文化和

旅游厅，省文物局。

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

发：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地方志编纂中心）。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3年 8月 16日印发

（共印 5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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