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室，小到汤匙”
城市遗产建设管理初略

口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汪瑾

随着我国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

日趋关注，城市遗产建设和管理越来越

受到重视。巴黎，这座闻名遐迩的历史

名城和现代都市，以她独有的、非凡的

城市建设成就在世界城建史中占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其城市遗产的建设

管理水平远远走在世界前列。丰富而悠

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既是城市宝贵的财

富，同时也是现代城市发展难以实施的

桎梏。但是智慧的巴黎人经过不断的摸

索和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其

中的诸多经验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法律．资金与技术多重保障

法国早在1913年就制定了《历史

性纪念物保护法》(不仅限于建筑)，

使大量优秀的历史遗产得以完整保护

下来，1931年制定程景观保护法》将历

史建筑周围空间环境也纳入保护范围，

1962年进一步制定《保护地区法》作为

历史性地区保护的基本立法，该法要求

所有指定的保护地区都需制定长期的总

体规划，并对建筑修复改造等作出详细

规定。至此，巴黎的遗产保护形成了一

个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

1962年颁布的针对历史街区的《马

尔罗法》(Loi Malxanx)使巴黎城区

的文化遗产得到合理新陈代谢，通过改

造利用促进了古城的全面发展，它是二

战后欧洲历史文化遗产运动中立法意义

最重要和最具影响的一个。为实施该项

法令，除广泛宣传外政府还发起了十二

个“文化之家”的教化活动，使保护历

史遗产理念深入人心。

相比较而言，我国虽有《文物保护

法》，《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城

市规捌法瀑及相荧城市遗产保护条例，

但彼塌：之间不协调、不系统、不配套．

不规范，整个保护与开发的管理体制比

较混乱。

历史建筑的整修维护任务艰巨，

巴黎市政府一方面以强大的经济作后

盾，建设维修浚金投入到位，同时为长

远持续这项系统工程，通过收取高额税

费进行再建设。形成商教益—一更多投

资商——高额税收——褥建设的良性循

环，作为世界税收大国，取之于民，更

甩之予民。

勇一方面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和技术

进步，．法国的古建改造搜术堪称世界一

流。在巴黎要获得一张建筑许可证相当

难，旧建筑外墙不错动、绿地面积要留

够、消防和环保部门要认可，确保垃圾

要有专门储存点，消防云梯要能达到建

筑物的每帝窗口等等，城市管理要求十

分苛刻，因此法国盼古建改造技术从加

电梯、拜撼下水遭，地下车库、墙体内

渤置备类管钱等非鬻竟餐。

=．一民参与的城市自我文化

撮醴

巴黎有文化景观及古建登录制度，

尤其是1粥4牮法国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

模的一次竞纯遗产警鬻，避黎市的普查

范围主要橥嘹在霪黼螭麟五百多个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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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街区中，当时的口号是“大到教堂，

小到汤匙”，这不仅使文化遗产登记在

案，而且大大增强了国民对民族文化的

自豪感及对乡土的热爱，是巴黎城市在

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自我文化提醒。

巴黎城市建设一方面依靠广泛的构

思来源和智囊支持，通过民主的程序集

中各方面真知灼见形成最佳方案，另一

方面力黎公众参与，项目实施前后听取

大众意见，将意见公布在新闻报刊上，

市民协会参与政府工作并进行监督，政

府尊重并采纳其合理意见与诉讼，以此

尽可能把政府意向转变为市民的自觉意

识和行为。

法国政府在城市规划及管理中制定

“法定容积率上限”即是明显例证。如

巴黎塞纳河沿岸文化景观地区的法定容

积率为soo％，其中政府控制150％，另

外350％控制权则交给市民保护协会，

开发商要到市民保护协会等民间组织或

团体手中购买。这些市民团体均由当地

居民、工商界、建筑界，文化界知名人

士组成，具有较高的城市文化景观鉴赏

能力和丰富的保护经验。久而久之，保

护城市文化遗产已成为巴黎市民的共同

意识。

三．科学运作确保可持续发展

城市遗产的建设管理需要政府的有

效引导和控制，而非以用地开发建设为

首要目的的行为。设立专门的混合经济

公司是巴黎城市开发建设的主要方式，

如SEMAPA公司，即巴黎左岸混合经

济公司，负责巴黎塞纳河左岸地区的开

发，采取以公共机构为主要股东的方式

(巴黎市政府占57％，法国国营铁路公

司作为主要的土地所有者占20％，一个

独立的建设和管理机构占12％，中央政

府占5％，巴黎大区占5％，其他投资者

占1％)，有别于完全由政府投资组成

的产权不清、经济责任模糊的国营公司

的开发模式，也有别于以经济利益最大

化为目的的私营公司的全市场化的开发

模式，既完成投资赢利的经济目的，又

实现了城市发展的目标。

此外，科学的运作保障了巴黎城

市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如巴黎塞纳河左

岸和贝尔西地区工业遗产的再利用开发

项目，经历了多次专题概念的设计竞

赛，集思广益，项目实施过程自始自终

以强大的专业咨询队伍作为后盾。特别

是从大巴黎背景着手，从改善整体交通

条件，引入重要公共建筑入手，逐步培

育地区活力，体现了政府科学的开发策

略和有效的实施步骤。虽然时间周期较

长，却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集中开发奠

定了成功的基础。历时三十年，经营项

目均经过深思熟虑以保证稳操胜券，持

续稳定地提高地区品质，对于塞纳河两

岸这样一个基础条件并不优越的地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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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无疑是相当重要的。

在找到正确保护和建设策略的同

时，巴黎市政府十分注重在相关的规

划、管理和决策中让各部门了解和支持

这一策略，特别是希拉克政府对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策略的制定和推广过程从未

因人事变动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影

响实施，这种动态连续的城市管理体制

使巴黎的城市遗产得到持续性的管理。

例如，巴黎市政府长期以来对塞纳

河沿岸历史建筑景观实行非常严格的管

理，市政府规定：首先，在塞纳河沿岸

建房，绝大多数区域都是1：3，即一平

方米的地皮只能建兰平方米的建筑。其

次新建或扩建楼的临街面必须与邻近楼

一样整齐，既不可凸出，也不可凹陷。

第三，凡是房龄在80年以上的建筑如需

改建，外墙不能动它一根毫毛。第四，

在历史性建筑附近建房时，建筑风格要

与其相似，否则不予审批。第五，市内

建设都要留下一定比例的绿化。严格的

管理加上不懈的实施，使塞纳河两岸上

个世纪留下来的房顶用灰黑色的小瓦铺

饰、外墙有一种叫作波尔多石的大石块

砌成的老石头房子得以保存下来。半个

世纪过去，街道两旁自然而然形成七八

层高楼房组成的整齐的立面。

健全完善的保障体系为城市遗产管

理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持，提高全

民意识，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是城市遗产

建设和管理的群众基础，政府效能的发

挥程度是城市遗产建设管理水平的直接

体现。巴黎的城市遗产建设与管理有其

特殊性和时代性，借鉴他人经验，取长

补短，将有利于我们工作的改进，有利

于我们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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