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伦敦巴黎河岸景观带建设的实践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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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自古傍水筑城�以享舟楫之利和取水之便。
因此�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条河流与之相伴�是河
流哺育了城市�是城市装点着河流。城市河流沿岸
地带往往是城市的发祥地�积累了不同历史时期、不
同民族特色、不同地域风格的城市文化景观�各种类
型的古建筑、建筑群、特色街道、民俗风情和环境艺
术等共同构成城市河流沿岸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

带�如巴黎塞纳河沿岸、伦敦泰晤士河沿岸、布鲁塞
尔森纳河沿岸、维也纳的多瑙河沿岸、佛罗伦萨的阿
尔诺河沿岸、莫斯科市的莫斯科河沿岸、曼谷的湄南
河沿岸、开罗的尼罗河沿岸、平壤的大同江沿岸等�
均因蕴含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景观而成为世界著名

的文化景观带�显示出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旅游
价值。以文化景观之都法国巴黎为例�1999年接待
国外的游客8000万人次（超过本国人口）�创汇300
亿美元�其中5000万人慕名而来游览过巴黎塞纳河
文化景观带。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分别在保护与开
发塞纳河、泰晤士河沿岸文化景观资源、创造大都市
独特文化形象方面的经验�为我国城市河流沿岸文
化景观带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一、伦敦泰晤士河沿岸文化景观建设
　　伦敦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
城�也是英国历代王朝的建都之地�泰晤士河将伦敦
市一分为二�两岸留下了许多令人向往的名胜古迹。
然而�100年前的泰晤士河几乎全被工业革命所破
坏�大量的污染物充塞河道�各种水生生物濒临灭
绝。泰晤士河大规模的综合整治始于二次大战后英

国的重建计划�经过3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泰晤
士河不但水变清了�恢复了往昔的生机�而且随着沿
岸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开发�美丽的泰晤士河已成为
驰名世界的旅游观光带�当满载游客的水上巴士游
过波光粼粼的河面�悠扬的乐声不时在伦敦上空飘
荡�两岸雄伟而古老的欧式建筑在林间忽隐忽现�垂
目遐思�人们不得不佩服一向傲慢的英国人在泰晤
士河沿岸文化景观开发与保护方面显示出来的聪明

与智慧。
1∙不断完善文化景观保护法规和法令
英国的文化景观保护�有一个从古迹、登录建

筑、保护街区和历史古城的完整的保护体系。1882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个《古迹保护法》�但保护范
围仅限于古堡及其构筑物。二次大战后�又颁布了
《城市规划法》（1947年）和《历史性建筑和纪念性构
造物保护法》（1953年）�并对古建筑进行登记注册�
使二战中受到损坏的古建筑及时修缮�免遭拆毁。
1967年英国政府颁布了《街区保护法》�首次提出了
保护历史街区等文化景观。自1967年10月3日�
斯坦福（Stamford）成为首块保护街区后�泰晤士河沿
岸的查菲加广场、议会广场、圣保罗教堂先后被列为
保护街区�使伦敦市的历史保护街区数成直线上升。
2∙鼓励市民及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与街区保护有关的市民团体中�最引人注目的

团体之一是“国民托拉斯”�作为民间团体�其宗旨是
运用民间的力量和通过赠送与购买等多种手段�把
有价值的风景区、历史性建筑收管起来�并采用适当
的方式向公众开放。这个组织自创设以来就非常活
跃�一直很受伦敦市民的爱戴�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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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极其迅速的发展。截止1999年底�在市民托
拉斯登记的社会团体达565个�有二十多万会员�已
成为英国民间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3∙分区（段）保护与开发河流沿岸文化景观�构

筑城市整体文化风貌

英国虽是近代城市规划的发源地�但它从没有
诸如文化景观保护之类的单项规划�它是通过制定
“城市景观规划设计准则”达到对城市文化景观保护
与开发的目的�这些准则贯彻落实到伦敦泰晤士河
沿岸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再开发过程中�使伦敦以
泰晤士河为中轴形成风格有别�主题各异的五个文
化景观保护开发段（区）。一是历史古城保护区。从
白金汉宫到查菲加广场�集中了著名的王宫、议会和
政府机构、商业和文化设施�不同时代古典建筑整齐
划一�议会大厦和大笨钟为标志物�集中反映了伦敦
历史和古城的景观特征。二是宗教与历史建筑保护
区。从伦敦塔沿泰晤士河往西直到滑铁卢桥�以圣
保罗大教堂为标志物。三是南岸近代建筑文化区。
该区段建筑景观不如北岸整齐划一�显得鳞次栉比�
但它们也都是伦敦近代历史的见证�以皇家节日大
厅为标志物；四是科技文化功能区。即伦敦桥以东
的格林尼治特别区�以皇家天文台旧址为标志物�包
括国家海洋博物馆、军事科学院等文化景观。五是
道克兰（Dockland）现代滨水景观开发区。把原伦敦
港废弃的码头区改造成现代商住区�实现沿岸用地
功能转换�同时在泰晤士河岸边仍保留若干港口设
施�包括码头、吊塔等�让人想起伦敦港昔日繁忙而
辉煌的历史。
4∙政府设立保护补助费�吸引民间投资
文化景观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属社会公益事业�

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初期政府投资至关重要。英
国政府采取政府补助的办法�吸引民间或社会团体
资金。规定沿岸古迹保护或历史保护街区内所有与
街路景观的维持和改善有关的项目�如街道的铺装、
步行化、植树等与环境有关的项目�以及保护区内土
地的购入等都可申请补助。不仅政府的有关部门可
以申请�各种社会团体、个人都可以申请。由于英国
政府1981年取消保护街区等级划分�所有保护街区
都可以平等地申请补助。
从补助费发放情况看�伦敦接受修复和保护文

物景观补助的保护街区从1973年度的27个街区�
补助金额10万英镑发展到1997年81个街区149万
英镑�累计发放补助2．4亿英镑�以此为基础�共吸
收民间相关资金约100亿英镑�其中大部分投资集

中在泰晤士河沿岸一带街区�道克兰滨水景观区开
发就吸收民间资金10亿英镑。

　　二、巴黎塞纳河沿岸文化景观建设
　　美丽的塞纳河是法国著名的河流�也是世界名
河�她承载着法国历史的风风雨雨�也装点着巴黎的
姣艳和妩媚；她散发着法国的浪漫风情�也流淌着巴
黎的高贵和娴雅。沿塞纳河而行�可以对法国的历
史文化作逐一巡视�从2000年前法兰克人的墨洛温
王朝遗迹�到几经沧桑的巴黎圣母院�从象征着革命
与自由的巴士底狱广场�到飞翔着胜利女神的凯旋
门�从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卢浮宫�到法国的心脏
———总统府（爱丽舍宫）�从巴黎的标志物埃斐尔铁
塔到气势磅礴的波旁宫�历代法兰西文化景观像熠
熠生辉的明珠�点缀在塞纳河的两岸。今天的塞纳
河之所以成为名扬世界的旅游胜地�主要得益于法
国100多年来对沿岸文化景观带的经营和建设。他
们是怎么做的呢？
1∙建立完善的保护法规
法国早在1913年就制定了《历史性纪念物保护

法》（不仅仅限于建筑）�这个法规以历史建筑为主
体�指定、登录了塞纳河沿岸约三万件纪念物。其中
“指定建筑”11000件�“登录建筑”17000件。《历史
性纪念物保护法》的制定使大量优秀的历史性建筑
得以完整地保护下来。为进一步保护这些建筑周围
的环境�1931年法国政府又制定了《景观保护法》。
根据这个法规�凡《历史性纪念物保护法》所指定的
建筑�周围五百米以内的任何建筑、空间环境方面的
变更都必须得到有关管理部门的允许。1962年法
国又进一步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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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地利用到建筑的修复、
改造�以及建筑设计的细部及法定容积率上限等都
要作出详细的限定。至此�法国的城市文化景观保
护———开发政策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系
统。
2∙开展文化景观资源普查�摸清家底
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处高潮

之中�巴黎的传统文化景观受到很大威胁。1964年
在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的倡议下�法国进行该国历
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化遗产“普查”。按法国政府
的要求�巴黎市内普查范围集中在塞纳河沿岸500
多个历史街区中�当时的口号是“大到教堂、小到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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匙”�凡是历史遗存的有价值的文物都要登记造册。
这次普查不仅把祖先遗留下来的财富搞得心中有

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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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巴黎城市在现代进程中的一次自
我文化提醒�激发了市民的文化自尊�也使法国传统
文化景观经受住了冲击�得到全面和严格的保护�由
此捍卫了独立的文化精神�今天的法国从中受益无
穷�塞纳河沿岸成为世界游人聚集的观光带即是证
明。
3∙严格的城市管理措施
当你走在巴黎塞纳河两岸的林荫大道时�你会

发现街道两旁的房屋几乎都一样高一样整齐。原
来�巴黎市政府长期以来对沿岸建筑景观实行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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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平方米的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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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严格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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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时间一长�自然而然街
道两旁产生七八层高的楼房组成的整齐的立面。
4∙把部分管理权限分散给民间团体
法国城市文化景观保护过程中也力求吸收市民

及社会各界参与�尽可能把政府意向转变为市民自
觉的意识和行为。法国政府在城市规划及管理中制
定“法定容积率上限”即是明显的例证。如巴黎塞纳
河沿岸文化景观地区的法定容积率为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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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文化景观已成为巴黎市民的共同意识。国民对城
市文化景观的关心�对城市环境的重视�也是塞纳河
沿岸文化景观带建设在法国发展较顺利的极为重要

的原因之一。
5∙文化景观保护技术和开发手段不断创新
巴黎作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土地价格非常

昂贵�一般每平方米7—8万法郎�真可谓寸土寸金�
各国的王公贵族和富豪们以如此昂贵的价格买下一

幢楼�决不只是满足旧式楼房的陈旧设施�于是便想
方设法进行改造。在巴黎�许多专门从事改修的公
司便应运而生�有的在旧房中加电梯�加自来水管
道�加煤气管道；有的则专管在楼下挖车库、建下水
道等。尽管在巴黎要获得一张建筑许可证相当难�
除了旧建筑外墙不能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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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窗口等等�管理者要求十分
苛刻�但巴黎的建筑设计师和能工巧匠们还是办法
多多�实现了满足上述规定和要求的房改。塞纳河
沿岸的老建筑如今均被改造过了�但每幢建筑外表
都整旧如旧�内部结构却焕然一新�一幢幢返老还
童�既保留了昔日的风采�又满足了现代人居住的需
要。塞纳河沿岸老式建筑的地下基本上已被挖空�
600公里长的下水管主线�直径达2米�人在里面可
自由行走。还有100万平方米的地下停车场和仓库
等。

　　三、国外城市文化景观保护的经验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到�城市的外观只是形�文化才是城市的
魂�形魂一体的城市才能生生不息。正如没有音乐�
维也纳是什么？没有卢浮宫自由而又浪漫的艺术气
息�巴黎算什么？没有海洋的蓝色、服装和足球�大
连又是什么？城市文化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整体发展
理念、公众情感和民族亲合力等�正是城市文化的集
中体现�这在一定意义上将决定一个城市在21世纪
的发展方向和前景。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三分之
二以上的城市是临河而建的。20世纪90年代以
来�国内大城市河流沿岸文化景观功能开发也方兴
未艾�如上海的苏州河、杭州的大运河、广州的珠江、
成都的府南河、太原的汾河等市区河流沿岸地段开
发�有的初战告捷�有的初露端倪�还有的即将启动。
因此�唤醒古老而又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开发城市
河流沿岸文化景观新功能�建设东方的塞纳河、泰晤
士河等�借鉴国外大都市河流沿岸文化景观建设的
先进经验�对我国城市开发和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1∙摸清家底�科学规划
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说过�“如果没有把自己的文

化家底摸清楚�就大谈对她的热爱则是一种虚伪。”
套用这句话�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把文化景观
的家底摸清楚就大谈对它的保护与开发则也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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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这方面巴黎和伦敦的经验值得借鉴�他们都
有文化景观、古迹登录制度�都在不同范围内进行过
普查�从而使他们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时
期捍卫了独有的文化精神。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
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和开发规划。国外没有类似中
国的单项的文物或文化景观保护规划�实际上他们
是把文化景观保护放在整个城市规划中进行系统的

考虑�反复论证�不断完善。如巴黎1965年提出了
保护老城风格�发展五大卫星城的规划�其后反复征
求意见�修改完善。1994年又组织建筑、园林、艺术
专家反复论证和修订�并经过大量定性、定量模拟
后�确定方案报议会批准�整个过程均相当精细�十
分慎重。此外�政府对执行规划、加强城市文化景观
管理方面也达到近乎苛刻的地步。
2∙健全法制�依法保护
西方发达国家都有悠久的法制传统�在文化景

观保护方面同样重视法制建设。英法等国就是从立
法开始加强文化景观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如英国
于1882年颁布了《古迹保护法》�随着保护范围的扩
大�先后出台了《历史建筑和纪念物保护法》（1947）�
《街区保护法》（1967）和历史名城保护制度�逐步形
成较完善的保护法规系统。法国有关城市文化景观
保护的法律始于1903年———《历史性纪念物保护
法》�重点保护优秀建筑�后又扩展为《景观保护法》
（1931年）、《地区保护法》（1962年）�也构筑了完善
的保护法规体系。相比较而言�我国虽有《文物保护
法》、《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城市规划法》及相关
的一些城市文化景观保护条例等�但彼此之间不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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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注重保护意识培养�强调社会公众参与
欧洲国家在开展文化景观保护、城市规划及管

理等方面工作时�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居民参
与已成传统�英国的“市民托拉斯”组织将近1000
个�成员约120万人�足见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保护
的关心程度。法国政府把“法定容积率上限”管理权
限的三分之二交给民间组织�足见其民主管理之实
质。对市民的这种长期培养、教育、陶冶�进一步增
强了公众的参与意识。法国巴黎香榭里舍大街改造
时�沿途树种的选择及栽种方案都经过全民公决确
定�可见他们非常尊重民意、注重意识培养、鼓励积
极参与。可以说�国民对历史文化的关心�对城市环
境质量的重视�是巴黎城市文化景观保护能够顺利
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4∙资金与技术�双管齐下
西方国家有强大的经济作后盾�文化景观保护

资金投入到位�以英国为例�1994年一年仅发放保
护补助费一项就达4000万美元�其它直接投资开发
与保护的费用则更多了�仅伦敦道克兰滨水区景观
保护与开发一项就先后投资1．2亿美元�包括其它
开发工程总计投资9．74亿美元。另一方面�他们大
力推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包括古迹改造技术、文
物保护技术、污水处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给排水
技术等等。如古建筑的改造技术�法国就非常先进�
从加电梯、开挖下水道、地下车库、墙体内布置各类
管线等�技术非常完备。因此�人们都说法国人的旧
建筑改造技术是世界一流的。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西欧北美研究所
本文编辑：辛章平）

（上接第77页）充斥的大大小小的劣质雕塑已经给
我们这个城市带来了视觉污染。如有着肥胖臃肿身
躯的丹麦美人鱼的复制品�背上起了一个驼峰的大
熊猫�猫不猫狗不狗的几只邋塌虎。以我所居住的
街道一条“文明靓丽街”为例�在短短不到100米之
遥的街道上居然排列了三组雕塑。这些雕塑大多有
着华而不实的名字�如其中一个雕塑叫做“渴望”�可
是无论从具象还是从抽象的角度都看不出如何表现

了“渴望”的主题�再怎么看也只是像一排微微上翘
的母猪的奶头。是渴望吃奶？抑或还有什么其他深
刻涵义？

是我们缺乏一流的雕塑家？还是群众参与的热
情过分高涨（许多街头雕塑都是辖区街道一手操办
的）？恐怕最主要的还是缺乏一种对于公共视觉艺
术的审查机制。在为我们的人民努力创造更加舒适
的人居环境的今天�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难道就不
应该多多关心一下城市的精神产品———街头雕塑的
外形以及它们的内涵吗？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所
本文编辑：辛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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