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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布拉格、典雅的萨尔茨堡、
浪漫的威尼斯、精巧的布鲁日……徜徉
在这些欧洲古城，仿佛回到了千百年
前，唤起了人们对遥远年代的追思和梦
想。古城展示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有形
的建筑，更多的是无形的历史和文化。
古城，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保
护古城，就是保护民族历史文化之根。

去年 1 月，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国
家文物局联合下发通知，对因保护工作
不力、致使名城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严重
破坏的 8 个城市通报批评。目前，对包
括山东聊城、河北邯郸、湖北随州、安徽
寿县、河南浚县、湖南岳阳、广西柳州、
云南大理等 8 个城市的整改复查正在
进行中。由此，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古
城保护的热潮。

那么，到底怎么做才是对古城最好
的保护？

古城保护既要尊重时间的痕迹，也
要解决现代的需求。不“古”不能成其

为“古城”，但“古”又往往与“旧”联系在
一起，为了保护而无所作为，居民便无
法享受改革与发展的红利；另一方面，
不“古”不足以吸引游客，但“古”与“新”
的结合才是当下流行的古城旅游开发
模式，为了发展而忽视保护，古城只会
在商业开发中渐渐失去本真。古城不
是死城，它是活的有机体，有机体时刻
在进行新陈代谢，古城也要不断地更新
和发展。

新与旧的关系是建筑学里最难的
命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肯定的
是，房子不仅仅是个样子，它最终是要
拿来用的，如果外面很有味道，但里面
让人失望，这是对老房子的不够尊重。
要长期保留这些古建筑的传统风貌，又
要让居住其中的人们住得舒心、住得便
利，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对
这些传统民居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造，让
百姓在履行保护古城义务的同时，切实享
受到古城保护带来的实惠。

古城保护应做到保护古城与保护
生态相结合。纵观古今、横览中外，聚
居区的形成无不是人们与当地的气候、
地形、资源等自然环境相适应、相妥协、
相融合的结果，是人类生产生活与自然
环境和谐相处的体现。保护古城不仅
仅是保护古城的建筑，还要保护古城所
依托的自然生态环境。古城开发过程
中出现的劈山建园、人工挖湖、砍伐树
木等行为，在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的同时，也打破了古城与自然生态系统之
间长期以来形成的和谐关系。

古城保护既要保留生活温度，还要
承载过往记忆。建筑是形，文化是魂。
保护古城不仅要保留历史文化遗存、历
史街区等物质载体，也要传承风土人
情、生活习俗、传统技艺等文化生态，实
现传统文化生活和古城文明的延续。
然而，在日益高涨的古城开发热潮中，

“人去城空”、“房产代替遗产”、“商户赶
走住户”等乱象层出不穷。造“城”先造

“市”，“市为城本，本固城兴”，一座没有
人气的古城无异于一座死城，而失去了
原住民生活气息的古城，其真正内涵和
气韵也就不复存在。

让走出去的古城居民再回来居住，
把老的东西、老的生活方式带回来，老
宅子自己也会慢慢生长，适应游客的需
求，成为酒吧、茶馆、客栈等等，而游客
也能从中感受到当地传统文化。有了
生活，文化的体验将更加鲜活。

欧洲国家普遍认为，保护古城就是
保护自己的遗产，保护城市的精神，甚
至上升到了爱国主义的高度。波兰首
都华沙在二战中几乎被摧毁，不屈的波
兰人民以“华沙速度”重建了一个华沙
古城，恢复了其原有的风貌。欧洲人想
方设法“修旧如旧”的同时，我们却在大
肆地“破旧立新”。我国历史文化名城
荟萃，然而，倘若不加以合理的保护和
开发，若干年后，还有多少古城能让人
记得住历史、留得住乡愁？

在电影《罗马假日》中，有记者追问
公主：“阁下您对哪个城市印象最深？”奥
黛丽·赫本饰演的公主眼波流转，凝声吐
出一句：“罗马，当然是罗马！”。

罗马有着“永恒之城、万城之城”
之称，是世界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沉淀
了数千年历史遗迹，有着丰富的文化
遗产。辉煌的历史、罗马帝国的荣耀、
天竺教廷的至高无上，成就了罗马近
2500 年的辉煌。

根据最新的《世界遗产》名录，意

大利是收录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罗马
更是被喻为全球最大的“露天历史博物
馆”。在罗马古都遗址上，矗立着帝国
元老院、凯旋门、记功柱、万神殿和大
竞技场等世界闻名的古迹。1980 年，
罗马的历史城区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

在罗马古城，随处可见当年的罗
马帝国留下的残垣断壁、古城废墟，向
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诉说这座城
市曾经的辉煌。

为保护古城，洛阳市政府这些年着
实下了不少力气，市民也给予了很大的
支持。上世纪 50 年代，老城区政府乃
至洛阳市即以旧城保护与发展民生为
重任，遵照“避旧建新”的规划思想，为
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创新奠定
了基础。上世纪 70 年代，老城区不惜
资金，在不破坏原街道格局的基础上，
将所有道路铺上了水泥。现在的东、
西、南、北大街是洛阳人最为自豪的，也
是外来游客最为留恋的。

今年 9 月 25 日，经过 3 年多酝酿和
规划的洛阳古城保护与整治项目终于
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备受社会各界
关注的《洛阳市东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

（老城区）详细规划（2012~2020）》于去
年 9 月公布，项目总投资额达 85 亿元，
堪称是洛阳最大的棚户区改造。建成
后，项目将成为以明清建筑风格为基
调，集文化展示、文化创意、文化商业于
一体的文化示范区。

对于古城区的改造，相关负责人表
示，古城保护与整治不走大拆大建和拆
旧建新的老路，将以改善民生为主旨，
遵循历史原真性，严格按照规划布局，

对古城进行全面细致的抢救性保护，保
持历史街区风貌的完整性。

在 12 月 1 日召开的洛阳古城保护
与整治专家研讨会上，国内顶级专家听
取了《洛阳古城保护与整治项目规划设
计 方 案（一 期）》汇 报 ，并 提 出 修 改 意
见。据悉，一期工程已于今年 10 月动
工，计划明年 10 月 1 日向游客开放。为
保护古城“肌理”的真实性，将最大限度
地保留原有的街巷体系与名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普遍存在的
一些“病症”，洛阳也曾出现过，曾经走
过的弯路如今都已化作宝贵的经验，指
引着洛阳今天的发展。作为丝绸之路
东方的起点城市，期待洛阳这座承载着
千年梦想的城市，一步步走向新的辉煌。

欧洲环境保护署报告指出

交通成为欧洲
最大噪声来源

据新华社电 噪声污染已成为越
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欧洲环境保护
署 12 月 19 日发布报告指出，超过 1.25
亿欧洲人口受到 55 分贝以上道路噪
声的困扰。

这份报告分析了 34 个欧洲国家
的道路、铁路、汽车和工业噪声情况，
指出噪声污染已经成为欧洲重要的环
境健康问题。其中，道路交通噪声是
欧洲最主要的环境噪声来源，其次是
铁路、机场和工业。城市越大，噪声越
强，人口超过 25 万的城市受噪声困扰
的人更多。

欧洲环境保护署预测，环境噪声
每年造成约 4.3 万次入院治疗，90 万
例高血压，并与至少 1 万例过早死亡
有关。此外，环境噪声还导致约 800万
人出现睡眠障碍。有研究指出，噪声还
会对学龄儿童的认知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报告建议，未来进行新的基础设
施规划和建设时应考虑噪声问题。不
过，报告也承认，由于各国提供的噪声
暴露水平数据并不完整，导致整个报告
的数据和前景展望并不完善。

全球四成自然灾害
发生在亚太

印尼和菲律宾最严重

本报综合报道 亚太地区是世界
上遭受自然灾害最多的区域，在 1994
年~2013 年期间，全世界 40%的自然灾
害都发生在这一区域。这是联合国亚
太经社委员会日前发布的《亚太统计
年鉴》的结论之一。

《2014 年亚太统计年鉴》显示，亚
太地区在 2004 年~2013 年期间与头一
个十年相比，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人
数增长了 3 倍，这主要是由于这一区
域发生了一些极端自然灾害。

在此期间，亚太28个中高收入经济
体占了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的85%，但就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而言，
低收入国家蒙受的损失更为严重。

在亚太次区域当中，东南亚，尤其
突出的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遭受
的 自 然 灾 害 最 为 严 重 ，在 2004 年 ~
2013 年期间，两国共遭受了 500 多次
自然灾害，导致 35万多人死亡。

在经济方面，统计年鉴显示，亚太
仍然是全球经济恢复的推动力，但是
这一区域的增长率仍然低于经济危机
前的水平，在 2008 年~2012 年期间，亚
太 的 经 济 增 长 率 为 3.9% ，远 远 低 于
2001 年~2007 年的 5.2%。

统 计 年 鉴 还 指 出 ，尽 管 亚 太 从
1990 年以来已经有 10 亿人摆脱了极
端贫困，营养不良率也从 22%下降到
13%，但是这一区域仍然有 7 亿人口处
于极端贫困之中，全球 60%的饥饿人
口都居住在亚太地区。这一区域目前
有 9 亿 多 人 每 天 的 生 活 费 仅 介 于
1.25美元~2美元之间。

澳大利亚袋鼠
泛滥成灾

威胁爬行动物生存

据新华社电 袋鼠是澳大利亚特
有的动物，但繁殖迅速，数量众多。澳
研究人员近日指出，袋鼠数量过多已
威胁到当地爬行动物的生存。

研究带头人、国立澳大利亚大学
的布莱特·豪兰德表示，袋鼠数量太
多，草场消耗过快，导致蜥蜴无处藏
身，无食可觅，影响了蜥蜴的生存环
境。如再不控制袋鼠数量，就会威胁
到蜥蜴等爬行动物数量，一种珍稀的
条纹无腿蜥蜴甚至会濒临灭绝。

研究人员通过蜥蜴数量来判断一
片草场是否健康。蜥蜴是食物链的重
要一环，它以昆虫为食，其本身又是鸟
类和小型哺乳动物的食物。结果发
现，草长到 20 厘米高时，生活在其中
的蜥蜴数量最多。

在首都堪培拉的一些草场，每平方
公里内袋鼠的数量达到 300只，几乎吃
光了所有的草。研究人员因此建议，把
每平方公里内的袋鼠数量控制在100只
以内，在树林地区，这一数字应该更少。

澳大利亚大陆缺少袋鼠的天敌，人
为猎杀袋鼠的行为也遇到争议，导致袋
鼠数量近年来迅速攀升，已成为世界上
数量最多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一。

永恒之城——罗马

作为国际性的大都市，罗马市中
心却要保持一、两千年前的古都风貌，
肯定会给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一些
问题。交通就是一个例子。为了保护
古建筑，罗马市中心的街道还是用小
石块铺设的，车开在上面咯咯地颠簸，
道路的狭窄落后和车辆数量的骤增形
成尖锐的矛盾，交通拥挤已到了令人
不堪承受的地步。

然而，罗马市民为了保护古建筑，
不仅默默地承受了，而且罗马的决策
者和全体市民为他们能生活在这样一
座历史名城而骄傲，更感到保护这座
古城是他们神圣的责任。他们不允许
任何有损于这座古城的行为，即便是
为了生活的方便或者福利水平的提高。

罗马人这种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
或许是从反面教训中得来的。市中心
最具有历史价值的罗马市苑曾是古罗
马的政治、文化、宗教、商业中心，那里
有大量庙宇、教堂、公用建筑、商业设
施和住宅，典型地展现了古罗马的政
治制度、宗教体系、经济制度、文化活
动、社会生活的具体面貌。

但是，中世纪时，人们随意将建筑
物上的建筑材料拆下，去建筑私宅，一
些有势力的大家族将这里的雕像和装
饰品搬回家去。文艺复兴时期，一些
雕刻家将建筑物的大块石料当作荒料
来雕刻，一些博物馆也到这里“寻宝”，
这里成了天然采石场，文物古迹遭到
严重破坏。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也不是一
日保护好的。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
文物古迹保护得令人惊叹的罗马，看
不到的却是罗马政府和百姓长期以来
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古城保护
已化作罗马人民自觉自愿的行为，他
们对于古城的那份热爱已融入血液之
中，而古城也回馈给他们难以衡量的
有形和无形的财富。

“不拆旧，不建新”

罗马古城保护的一大原则就是
“不拆旧，不建新”。多少年来，罗马中
心区没有增建过新建筑，中心外围城
区也是如此。近年来新建筑只有一
座，即离中心区略远些的奥林匹克村
附近的音乐中心。另外，不管是公用
还是民用建筑，兴建前都必须将设计
交政府审查，以保证与周围建筑相协
调，不破坏城市风貌。

如果说不建新是被动之策，不拆旧则
可认为是主动作为。罗马市规定，历史
中心区必须保持原样，任何原有建筑不
得拆除。各种建筑一定年限后必须维
修，内部可随意改造、装饰，外貌不得改
动，连外部的颜色也不得改变。

但是，城市要发展，不建新建筑是
不可能的，罗马的办法是到郊区去。
1935 年，罗马决定举办世界博览会，
在西南郊选了 4200 公顷土地，开始动
工兴建。但是，随着法西斯政权的溃
败，世博会一事也无疾而终，但世博会
很多建筑已基本建成，不能因之推倒，
于是经过补建成为罗马新的办公、商
业和居住中心。新城和老城之间由哥
伦布大道和另外几条道路连接，十分
方便。

二战后，罗马的西、北郊又建了一
些新中心，东、南郊则形成工业和服务
业区，航天、电子、医药、食品等即在这
一带。老城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古城就是我的家

千年帝都——洛阳
“洛阳城阙天中起，长河夜夜千门

里。”在唐朝诗人宋之问的词句里，我们
能想象得到当时大唐东都洛阳的富庶
与繁华。

洛阳有着“千年帝都，牡丹花城”之
称，拥有 5000 多年文明史、4000 年的建
城史和 1500 多年的建都史，从夏朝开
始先后有 13 个王朝在此定都，有 105 位
帝王在此指点江山，与西安、南京和北
京并称“中国四大古都”。

2013 年，中国成为第二大世界遗
产国，仅次于意大利。在今年 6 月 22 日
召开的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随着
中国大运河与丝绸之路双双被获准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洛阳的世界文化遗产
达到 6处。

漫步牡丹花丛中，今天的人们，还
能否在这座现代化的古城中找回汉唐
之风，站 上 城 楼 远 眺 ，发 一 番 思 古 之
幽情？

“拆真名城，建假古董”

2006 年，曾有媒体报道，由于洛阳
师范学院扩建、隋唐遗址植物园地下建
引水涵洞，以及华以高尔夫球场的修
建，隋唐洛阳城遗址遭到侵占和破坏。
早在 1988 年，隋唐洛阳城遗址作为隋
唐两代东都都城遗址，就被确定为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无独有偶。2008 年，又曝出隋唐
定鼎门遗址广场被用作商业住宅用地
开发的消息。隋唐定鼎门启用于隋大
业二年（公元 606 年）正月，相继被唐、
后梁、后唐、后周和北宋定为城郭正门
时间长达 530 年，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
的沿用时间最长的古代都城城门。定
鼎门遗址广场被“挪用”的消息随即引
发洛阳市民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据当时的洛阳市文物和国土部门
官员介绍，十年来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
区不断遭到各种侵蚀：洛阳师范学院，
1990 年占地为 225 亩，2005 年增至 1100
亩；隋唐洛阳城遗址洛龙路两边 10 年
内形成了商业区，已看不到空地；农村
住宅由过去的平房改建为四五层楼房，
深挖地基对遗址造成了破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全国
各地还有很多像隋唐洛阳城遗址这样
的重点文物，正面临着在与挖掘机和推
土机的抗衡中败下阵来的命运。

林徽因曾痛心疾首地预言：“等你
们有朝一日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却只能
悔之晚矣，造假古董罢。”如今半个多世
纪过去，现实不幸被言中。

亡羊补牢未为晚

“古城热”勿丢文化魂魄
郭婧

国际资讯
Ho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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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和洛阳同为世
界著名的古都。

罗马帝国时期对应
我国的东汉时期，当时
洛阳和罗马分别为东西
方两大帝国的首都。东
汉时，汉明帝派遣使臣
班超出使西域，将丝绸
之路延伸打通到了欧
洲，到了当时的罗马帝
国。丝绸之路首次将罗
马帝国和中国连接在了
一起，因此有着“东洛阳
西罗马”之说。

今天，我们已经很
难把这两座城市相提并
论。数千年来，罗马和
洛阳各自经历沧桑变
化，经过岁月的涤荡，分
别留下了怎样的遗产给
世人？今天的人们又是
如何对待这份沉甸甸的
遗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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