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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巴黎城市历史保护策略*

李丽 张芳芳 樊辉

摘要：通过对巴黎城市历史保护的成功经验的分析，对巴黎城市历史保护策略和措施进行了剖析，以寻求在现代高速

的城市发展背景下城市历史保护的发展出路，为我国历史城市的保护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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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以其独有的非凡的城市建设规划艺术魅力在世界城建

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成为世界大都市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巴黎起源于一个两千多年前以西岱岛为中心，占地面积仅约

0．5 knl2的渔民小村镇，岛上的主人是古代高卢部族的“巴黎西

人”。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开始在此定居并逐渐将其发展成为

一座城市，名为“吕岱兹”(法语“沼泽”的意思)。公元4世纪时，

为纪念此地最早的主人，将该城命名为“巴黎”。公元508年，法

兰克王国定都巴黎。10世纪末，休·卡佩国王在此建造了皇宫。

此后又经过了两三个世纪，巴黎的主人换成了菲利浦·奥古斯都

(1165年～1223年)。此时的巴黎已发展到塞纳河两岸，教堂、建

筑比比皆是，成为当时西方的政治文化中心。

巴黎现在人口约950万人，土地12 000 kmz，因为城市规划

保护策略得当，它的文物古迹众多，受到保护的古建筑就有

3 000多座，很多古建筑至今仍保存完好。走进巴黎，就如同走进

了建筑的博物馆，文化的圣殿，艺术的宝库。蒙马特区狭小的胡

同、气宇轩昂的香榭丽舍大道；散落在城市中的卢浮宫、凡尔赛

宫、协和广场、凯旋门、巴黎圣母院等著名的历史建筑。同时巴黎

在现代城市的发展中毫不落后，成为最美丽的国际大都市，世界

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创造了巴黎，同时又赋予它不断扬弃

发展变幻的勃勃生机。反之，巴黎也造就了历史，巴黎城市历史

的沿革和变迁以及它的建设和发展模式为人类现代化大都市的

规划、建设和发展，为其他城市在城市保护与更新方面提供了较

为全面的思考、借鉴和经验。

1新城规划思想与实施

法国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在战后的20年间，

人口急剧膨胀，法国的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20世纪60年代以

来，由于巴黎中心城区社会基础配套设施完备，大量人口向巴黎

中心区聚集，大量的城市建设都集中在巴黎周边地区展开，但由

于未进行先导的规划，这些建设行为显得仓促而盲目，使得巴黎

的城市扩展显得无序且力不从心。巴黎旧城不堪重负，城市发展

建设与古城保护问题之间的矛盾也突显出来，城市发展向何处

去，这是巴黎面对新的历史快速发展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

法国巴黎为了保护、改造城市形态，于1965年制订了《巴黎

地区战略规划》，采用了“保护旧城区、建设副中心，发展新城镇、

爱护自然村”的战略方针，果断大胆地放弃了在一个地区内建设

单一的大中心区的传统手法，代之以一个全新的多中心布局的区

域规划思想。巴黎的规划改造，不是草率地在旧城区拆除旧房、

加宽马路的方法，而是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认识问题、考虑问题、

解决问题，其战略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1在城市外围重新安排工业和居住用地

沿塞纳河下游新建几个城市群，如卢昂地区城市群、哈佛地

区城市群，在更大范围内考虑工业和城市的分布，以防止工业和

人口继续向巴黎集中。

1．2发展以塞纳河为发展轴的带形城市结构

改变原有聚焦式向心发展的城市平面结构，在保证巴黎城市

向西北发展有足够空间的前提之下，新规划了两条“城市走廊”：

北边“城市走廊”，沿塞纳河平行发展，长74．6 km；南边“城市走

廊”，长89．6 km。在这两条走廊上建埃夫利、塞尔杰·蓬图瓦兹等

5座新城，可容纳165万人。

1．3打破传统的单中心城市规划布局为多中心城市格局
具体地说，除了上述5个新城之外，在规划中还安排了德方

斯、克雷泰、凡尔赛等9个副中心，均匀地布置在巴黎哪0区周

围，都可居住几十万人，每个副中心布置有各种类型的公共建筑

和住宅，以减轻原市中心负担。在城市近郊，又建设了16个中小

型的在自然村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小城镇。同时，保护和发展现有

农业和森林用地，在城市周围建立5个自然生态平衡区。

巴黎具有预见性的规划思想以及良好的实施方案，使得巴黎

在保护历史城市原貌的基础上，仍能够实现都市的繁华和活力的

发展。而在我国，历史大都市乱拆乱建、无限扩张的“摊大饼”模

式，其中以北京最为显著，城市的弊病与遗患也日益突显，相比于

巴黎的“多中心、新城”的规划理念，的确值得深思与借鉴。

2 以保护为主的旧城区改造思想

2．1 以“导”为主的旧城改造策略

法国政府通过严格的法律规定与严谨的规划方案，实现巴黎

城市发展与旧城保护，法国新城的规划建设在初期具有明确而强

硬的国家干预特征。所有的规划与建设均由政府机构统一控制，

政府部门设立EPA负责新城的规划与开发建设。在新城规划的

过程中，将旧城区的人口疏散出去，把旧城区的产业转移出来，通

过多中心的新城建设，把人流、车流、物流引到新城或新的副中

心，老中心区当然就会轻松起来，这是“导”的做法。正是政府与

规划师们坚定的保护旧城区的思想与科学的“疏导”规划方案，使

得巴黎旧城得以较为完整的保留下来。

2．2巴黎旧城区划分为两个历史保护圈层

第一个圈层是老城历史文化中心区，即18世纪形成的巴黎

旧城，原则上保持不拆不改不建，保持原有的历史面貌、传统功能

收稿日期：2007—09—29 *：新疆大学科研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李丽(1974．)，女，讲师，新疆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与城规系，新疆乌鲁木齐830008

张芳芳(1980一)，女，助教，新疆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与城规系，新疆乌鲁木齐830008

樊辉(1981一)，女，讲师，新疆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与城规系，新疆乌鲁木齐830008
  万方数据



第34卷第3期

·28· 2 0 0 8年1月
山 西 建 筑
SHANXI AR(ⅫTECFURE

V01．34 No．3
Jan．2008

·规划·建筑·
文章编号：1009—6825(2008)03—0028—03

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影壁

刘 兴 牛巧云 吴晓丹

摘要：在对影壁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分析了它所蕴涵的文化意蕴及符号表征，着重论述了它在空间组织方面的过渡、转

折、导引等的作用，以启迪人们对空间的更多思考。

关键词：影壁，空间，序列，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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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建筑中影壁是一个砬用非常普遍的要素，在宫殿、

寺庙、园林、住宅等建筑类型中无不存在着它的身影，它往往起着

组织空间、营造气氛、彰显身份等的作用。物小而意大，所以成为

中国传统建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和活动。第二个圈层为19世纪形成的旧区，适当改善并加强住

区的功能，限制建造办公楼，以保护原有和谐的空间形态和城市

景观。其周边地区，政策略为放宽，允许建一些新的住宅和大型

设施，以加强中心区的社会生活多样性，使旧城区有可持续的生

命力。这两个保护圈层，避免了巴黎历史建筑与旧城风貌遭到城

市建设的破坏，并且非常良好的将城市历史文化传承了下来。

2．3严格的“保护区”法制

“保护区”(Secteur Sauvegarde)在被保护的城区类型中是一种

最严格的保护层次，这一制度形成于1962年的《马尔罗法》。法

国的保护区制度具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特征，从保护区范围的界

定、保护区规划的编制和审批到保护区的建设管理都由中央或中

央的派出机构执行。目前在巴黎有两个保护区，分别是马雷保护

区(Le Marais)和第七区保护区。

保护区规划中界定的对象不仅仅是区域规划，也包括建筑、

城市空间，包括通道、场地和绿化等。保护区以严格的法律形式，

通过限高、严格的拆建制度等具体实施制度，使得旧城区传统街

坊、古建筑乃至历史生态、园林绿地得以精心的保护下来，这对于

巴黎旧城区的历史风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3 良好的人文保护意识

巴黎之所以能成为国际大都市，是与巴黎人重视建筑艺术的

保护和创新分不开的。1919年法国制定了法律，规定每5 000人

形成一个社区，每个社区均应有规划，任何新的建筑均须由社区

领导批准。这种法规，使巴黎人重视并参与到城市历史文化遗存

和建筑艺术遗产的保护中。

为了保护巴黎的城市艺术，通常会通过公众大讨论，取得了

影壁，又称照壁、照墙、萧墙等，是设立在一组院落大门的里

面或外面的一堵墙壁，它面对大门，主要起屏障作用。

影壁的建造材料有砖、石、木和琉璃等，一般与大门一起构成

入口节点空间。根据影壁与大门的位置关系，可将影壁分为门内

保护的共识。如1978年～1980年间，巴黎针对旧市场的保护和

改造，展开了以保护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为题的大讨论。当时市长

希拉克做了总结，他认为保护古城的文化艺术，是为了保护文化

艺术和商业价值，保护并不是使古城地区与其他地区相隔离，也

不是使之脱离现实，形成枯燥乏味的地区，保护是一种创新过程，

要在保护前提下，通过创新的整治，务必使居民接近保护地区，为

之提供交通、停车的条件，向广大市民公开，使居民自然而然发现

自己处在城市过去历史的延续过程中，从而引以为自豪。巴黎市

场的改建，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增建的成功，无不体验巴黎公众

对于巴黎城市建设与保护的热情与历史责任感。良好的人文环

境也是巴黎旧城区具有生命力和发展的重要元素。

4结语

巴黎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策略在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

可以堪称成功的典范，其对巴黎城市发展的前瞻陛；严谨、具有可

实施性的各项保护措施与法律；巴黎人对巴黎城市的保护理念与

责任感，成就了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古城。其历史文化保护的措

施与经验是值得我国在城市保护与发展方面深入思索和学习的。

参考文献：

[1]陈志华．文物建筑保护是一门专业[J]．世界建筑，2006(8)：21—22．

[2]金伟伟，洪铁城．西方国家大城市内城改造与新城规划案例分

析[J]．华中建筑，2005(3)：11-12．

[3]石雷，邹欢．城市历史遗产保护：从文物建筑到历史保护

区[J]．世界建筑，2001(6)：42—43．

[4]赵丽丽，王成武，朱 旭．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利用的思考

[J]．山西建筑，2007，33(6)：20—21．

0n the protection measure of history of Paris
—

LI Li ZHANG Fang-fang FAN Hui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SucceNsful protection experiences to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y of Paris．it analyses the measures and steps

of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y of Pairs，tO search the develop road of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y in the background of modem high speed city devel—

op，and tO give helpful thought and refere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history city in OUr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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