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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大部分历史古城建于古

罗马时期，兴盛于中世纪，

大多有七八百年以上的历

史。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部分

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许多城市

被炸得伤痕累累，受破坏严重的城市

有柏林、法兰克福、科隆等，其建筑

物 90% 都被炸毁。战后 70 年的今天，

城市历史风貌得以恢复，我们几乎看

不到战争的痕迹，这得益于德国对历

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德国老城改造始于上世纪中叶，

通过 50 年代城市重建、60 年代城市

振兴、70 年代城市更新、80 年代城

市再开发、90 年代城市再生以及 21

世纪的城市创新，有效地促进了城市

与产业的转型发展。

一
在德国，属于保护范围内的历史

遗产分建筑类、可移动文物及考古遗

迹三类。对各类历史遗产进行保护是

德国老城改造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以

建筑类遗产保护为例，一是对建筑艺

术和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古建筑进行

严格的保护和整修，如科隆大教堂、

科隆市政厅等 ; 二是对普通的古旧建

筑，在保持原有形式的基础上对其进

行现代化的整修与改造，并赋予新的

功能，如酒店、酒吧和餐馆等。科隆

老城区特别注重保持古朴的风貌，老

城区的建筑受到保护，不仅不能随意

拆，外观修缮都必须严格按照标准，

而内部则是现代化的设施。三是对历

史建筑周边新建的建筑，在形式上也

充分考虑与古建筑的和谐统一。如著

名的世界文化遗产——科隆大教堂在

2004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亮了红

灯。为此，科隆市政府做出决定，撤

销了一些待定的高层建筑计划，并宣

布科隆市中心老城 200 公顷的区域被

划为“保护区”，不得在此范围内建

造高楼，如有必要须得到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允许。

德国强调历史遗产保护，使城市

发展始终与古建筑、古遗址文脉相通、

形态相融、功能相补，使城市成为建

筑艺术的天堂和社会历史的缩影。 

把带有历史价值的老工业区作为

历史遗产，加以保护与开发利用，是

德国旧城改造的一大特色。在废弃的

工业旧址上通过保护和再利用原有的

工业机械、生产设备、厂房建筑，将

其改造成人们了解工业技术和文化，

并独具特色的观光、休闲和旅游的场

所。北威州的鲁尔区是德国著名的工

业区，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口、

拥有欧洲最密集的铁路网。从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起，传统的煤炭工业和钢

铁工业衰落，该地区开始进行老工业

区改造。其主要做法 ：一是博物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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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通过把原有的工厂、矿山、铁路

等工业遗址改造成博物馆，对工业遗

产进行保护、宣传和展示，如德国矿

业博物馆。二是公共休闲娱乐模式。

把老工业区因地制宜地改造成为休闲

娱乐的公共空间，如杜伊斯堡景观公

园。三是综合开发模式。将老工业区

改造成旅游、购物、休闲娱乐等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体，比如奥伯豪森。目

前鲁尔区已经建成了一条工业遗产旅

游之路，全长 400 公里，包括了 25

个主要景点，其中 6 个重要的技术和

历史博物馆、12 个典型的工业区落及

10 个利用废弃工业设施改造的瞭望

塔。工业区内当年的运输河道也整修

为游船航道，游人可在船上游览或在

两岸散步。此外还规划设计了覆盖整

个鲁尔区的 25 条专题游线。

德国在新城区建设中规划和建

设了大批城市绿地，在老城区和旧城

改造中也十分重视保护和美化环境。

1971 年颁布的《城市建设促进法》明

确规定，一切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必须

迁出城区，在旧城改造中要求尽可能

保持原有地形、地貌及植被体系，避

免全部夷为平地后再建设，努力实现

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在

公共绿地与森林中布局了喷泉、花木

及座椅，为居民创造了优美的生活环

境。比如科隆市对绿化也有严格的管

理标准，市区内每棵长到一定规模的

树上都钉有带有编号的铁牌，便于市

园林部门检查，不许随意砍伐。市政

府还规定住户必须对自己的庭院绿化

负责，邻居们也会经常监督周围庭院

的绿化情况。城区内绿化效果达到了

尽善尽美的程度，既保持和完善了天

然美景，又增添和创造了新的景色。

二
在德国，尊重和珍惜民族传统文

化，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已经成为

现代城市建设中的文化共识。这种历

史遗产保护意识在历史古城保护中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如对世界著名

的文化遗产、科隆的标志性建筑——

科隆大教堂的文化敬畏，就体现了德

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坚持的“最大

限度地保存当地独特的历史和文化

风貌”的要求。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定义，它以最纯粹和完全的形式

 德国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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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哥特式的主教堂，这在世界上是

独一无二的。每年大约有 1 亿次的参

观者涌入这座莱茵河边的大教堂之

城，其中约 700 万是专程为了参观大

教堂而来。在大教堂塔楼顶层能够看

到美丽的莱茵河、绿色的埃菲尔山和

在波恩附近的七峰山。科隆之所以能

够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一个非

常重要的原因是科隆大教堂不只是

科隆的标志性建筑，还属于整个莱茵

河谷。科隆大教堂周围不允许盖高于

60 米的建筑，所以今天的视野所及

和上个世纪区别不大。科隆大教堂的

另一特色，就是在大教堂建设的 632

年间，一直是按照一张原始设计图纸

进行的。德国人的工匠精神在科隆大

教堂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德国法律法规体系完善，保护开

发责任主体明确。《城市规划法》规

定，德国各城市必须周全地考虑如何

进行城市开发以更好地保护历史建

筑。《收入税法》通过减税和优惠税

率的方式，鼓励人们购买和维护具有

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为了确保历史

建筑得到真正保护，政府还设立了专

门的监察部门，以保证买主真正地履

行维护义务。如果因故不履行义务，

政府有权收回历史建筑的所有权。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德国从

联邦、州和地区三个层面陆续制定了

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完善了历史遗产

保护机制。如 1960 年的《联邦建筑法》

要求保存和维护具有历史、艺术和建

筑价值的纪念物、地方中心、街道和

公共空间等。此法从法律上保证了保

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合法性。1971

年开始实施的《城市更新和开发法》

是一项综合性的有关旧城区改造、扩

建和更新的法律法规。1977 年颁布

的《住宅改善法》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是对《城市更新和开发法》一个补充。

这部法律提出了以各种借贷的方式

和财政补贴，部分支付旧城改造中个

人支付的住宅修缮和改建的费用。

德国还明确规定了旧城改造的

各方责任。政府是整个旧城改造的主

管部门，其职责是制定政策法规和标

准，并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 投资银

行代表政府为改造项目提供优惠贷

款 ；咨询公司对申请优惠贷款的项目

进行改造前的评估和提出具体的改

造方案和建议 ；建设公司是改造活动

的实施主体，负责项目改造的具体建

设管理工作。

旧城改造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

渠道 ：一是由政府部门设立专项基

金，比如科隆所属的北威州设立了多

种工业遗产与保护开发基金，对老工

业区改造项目进行资助。专项基金作

为历史遗产保护资金的主要来源，用

于市政基础设施和国有保护项目改

造的投入以及私人遗产保护的补贴

等。二是自筹资金，德国法律规定保

护文化遗产是私人遗产拥有者的义

务，在对私人古建筑改造中私人自筹

资金占主要比例。三是企业投资，凡

企业投资到古建筑的保护项目都可

免税或减税。

德国各个城市和地区都会把保

护文化遗产与发展旅游业紧密结合，

并将旅游定位于文化展示的审美活

动，把众多的文化遗产项目做成了

20 多条旅游线路，如格林童话之路、

浪漫之路、葡萄酒之路、温泉之路等，

使人们在游览名胜古迹中获得高品

位的文化体验。另一方面积极营造城

市特色，打造城市个性化文化名片。

在德国不管大城市还是小村镇都有

文化遗产的别称，如巴登巴登温泉

镇、慕尼黑啤酒节、科隆狂欢节等。 

德国的老城区不是被当成“化

石”来展出，而是一座座充满活力

与生机的城市。德国老城保护，特

别注重历史城区居民生活与活力的

延续与发展，强调社区的生活功能，

旅游和商业是衍生品，因此即便在

旅游淡季，老城也不会成为“空城”。

如今的科隆老城区已经形成了一种

良性循环 ：良好的环境吸引人们前

来居住，人气兴旺使得老城区充满

活 力， 历 史 与 活 力 吸 引 了 旅 游 者，

旅游业和商业蓬勃发展，所获得的

资金被用来更好地保护老城区。德

国城市改造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成效显著，其成功经验，如完备的

法律体系、充足的技术支撑、多元

的资金来源及对文化传承的重视等，

都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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