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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古城遗址位于太原市西南部的晋源区，该区晋源街
道办即坐落在古城遗址之上，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国家文物局首批公布的 23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项目单位。

随着太原市城市建设的逐渐南延，古城遗址区已经和城
市建设区紧密相连。如何在城市建设中本着对历史负责、对
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是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结合学
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注
重城乡建设过程中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建设、利用好
国家文化公园的体会，略陈管见。

深入发掘古城的历史文脉

晋阳从公元前 497 年建成到公元 497 年焚毁的 1500 年
中，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成为中国历史变革
的划时代事件。公元前 454 年，晋国执政卿荀瑶 （知
伯） 试图灭掉赵氏。他联合韩、魏，包围赵之晋阳，决
汾水之堤，以水相攻……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危
急时刻，赵襄子派张猛谈潜出城外，说服韩、魏与赵联
合，灭智氏而分其地，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基础。晋
阳之战也成为中国历史中春秋与战国分界线的标志性事
件。智伯家臣豫让为主复仇的故事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中士为知己者死的代表。

西汉刘恒治代，成就文景治世方略。东汉末，曹操统一
北方，将山西境内匈奴分其五部，散居于晋阳附近。同时，
与匈奴关系密切的乌桓、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也随
之大量内迁。史载汾河流域匈奴“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
口之盛，过于西戎”。到西晋时，匈奴等北方游牧部族迁居
太原地区的情况更加严峻。“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
掠，开目睹寇”，晋阳地区成为胡、汉共同的家园，民族融
合与互动初露端倪。

西晋“八王之乱”后，刘琨在并州孤军奋战，坚持近十

年，演绎出“闻鸡起舞”“胡笳退敌”等英雄故事。晋阳也
是西晋王朝在大河以北最后陷入胡人政权的都市。从“五胡
十六国”之前赵（304年）刘渊（匈奴族）开始，经过后赵石勒
（竭族）、前燕慕容氏（鲜卑族）、前秦符氏（氐族）、西燕慕容氏
（鲜卑族）、后燕慕容氏（鲜卑族）、北魏拓跋氏（鲜卑族）、东魏
拓跋氏（鲜卑族）、北齐高氏（鲜卑化汉人） 北周宇文氏（鲜卑
族）为隋（581年）所取代为止，在近300年的时间里，晋阳处于
北方民族的统治下，胡汉民族杂居。晋阳地区开始成为民族大
融合的“搅拌池”和“大熔炉”。

不同民族文化元素在太原地区汇聚、融合，形成独具特
色的晋阳历史文脉。特别是经过东魏、北齐半个世纪的经
营，晋阳由一个军事重镇蜕变升华为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中
心大都市，并形成了代表先进文化的人文环境，为李唐王朝
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隋朝末季，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太原留守李渊率
部众誓师太原，一路攻伐，入主长安，建立大唐帝国，开启了
我国封建社会的大唐盛世。太原作为李唐王朝的发祥地，有唐
一代受到特别重视。李渊、李世民等对晋阳城倾注大量心血。
李世民发出“飞鸟过故乡，犹踯躅徘徊；况朕于太原起义，遂定
天下，复少小游观，诚所不忘。”的感慨。他在贞观二十一年
（647年）留居晋阳期间，给我们留下了《晋祠之铭并序》行书大
碑宝翰。而一代女皇武则天也视晋阳为故乡，于长寿元年（692
年）将晋阳列为北都，因此有“天王三京，北都其一”的美
誉。唐代李世绩 （徐茂公）、李光弼、狄仁杰等一代名将良
相，在晋阳演绎出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

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时期，无疑是晋阳城最为辉煌和最为
重要的时期。诚如明末清初历史学家顾炎武所言：“魏齐周
隋梁唐晋汉以及十六国之君，分方窃据，互相吞食，得此者
昌，失此者蹙，先至者胜，后至者覆。匪直人谋，实势使之
然也。”纵观太原过往，在晋阳城演绎的历史故事固然不胜
枚举，而最为核心的是它在作为中原北门和民族熔炉，为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做出的杰出贡献。从时间上来说，北朝至唐
代，从内容上来说军事重镇与民族融合，应该是挖掘晋阳古
城历史文脉的核心所在。

保护展示要结合古城遗存现状

宋初平北汉后，火焚水淹晋阳城，此后数百年间，这里
没有大的建设项目，仅明景泰年间，在古城的西南部筑有周
长 3.5公里的太原县城，古城的重要部分未遭大的破坏。因
此晋阳古城遗址较完整地保存了唐五代时期城市建设的原
貌，城址遗存的展示也应以唐代为主。

据调查，20世纪初，晋阳古城遗址城墙还保存有多处城
墙遗迹，70年代以来，城墙大部分被毁。地面上仅残存西城
城墙 600余米；位于南城角村的西城西南城角处，残存长约
200余米的一段城墙；古城营村残存；两座宫殿基址，村民
将房屋建于其上。

在约 20 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内坐落有大小村镇 15 个，
约有人口3万，当地经济主要以种植业为主，辅以各类小型
企业。

晋阳古城遗址的调查发掘是以文献记载明确的唐代城址
为突破口的。晋阳城到唐代城址范围达到最大。唐代晋阳城
由东、中、西三城组成，中城跨汾河而建、东城位于汾河以
东，面积约20平方公里。由于中城、东城常年受河水漫漶，
加之地势低洼，考古工作难度极大，因此，考古调查勘探主
要针对西城展开。考古探得唐、五代时期晋阳古城西城城垣
四至范围：城圈基本呈矩形，东西长 4750 米，南北宽
3750米，方向 18°。此外，发现了晋阳城创建时期 （春秋战
国时期）的城墙遗迹：在城圈内，发掘出土了城门、大型建
筑基址、手工业作坊、佛寺遗址等重要遗迹，并初步建立了
地层序列。

此外，古城遗址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古城地势西高东
低，地下埋藏也呈现出西浅东深的态势，西部靠近西城墙部
分遗迹在地表下50厘米出现，愈往东部埋藏愈深，在北瓦窑
村、东城角村以东，遗迹埋藏深度达13米至15米。

因此，晋阳古城遗址保护和展示的首要一条是贯彻领
会：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
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

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
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的宗旨。

其次：遗址的发掘、保护、展示要与《太原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总体
发展规划相结合：以晋阳古城遗址公园为中心，结合北面长
风商务区、晋阳湖旅游区；西面天龙山石窟、龙山石窟，龙
山童子寺、西山大佛等西山文化带；南面以晋祠为主的风景
名胜；东面汾河绿化带；在太原市南部构建“山—河—祠—
城”景观体系。

再次：遗址公园的建设以绿色生态为主基调。以不同品
种的花草树木组合来展示盛唐北京城的规模和气象，以遗迹
博物馆、墓葬博物馆的陈列来展示晋阳历史文脉的丰厚内
涵，以城区遗址上的明太原县城遗址为主、展示晋阳的民风
民俗。遗址展示中，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考古成
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让更多的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
来，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自豪感。

古城西高东低的地理特征，造成了城内文化层埋藏厚度
高低悬殊，文化层从西到东逐渐加深。加之汾河多次改道，
东部的一部分遗存被毁，城址遗迹基本处于水位10米以下，
发掘和展示在水文地理条件未有大的变化前，难以实施。因
此地上遗存和考古遗迹的展示应以遗址西部为主，植被展示
则应偏向东部。

遗址公园的建设要根据遗址所在地的实际情况，采取调
整产业结构、改变土地用途等措施，来确保遗址的保护；鼓
励村民从事有利于遗址保护的诸如绿化工程、文化旅游产业
等项目建设。 对于占压重要遗迹的村庄如古城营村、南城
角村，逐渐调整搬迁，其他村庄以疏解为宜。体现以人为本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宗旨，最终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的可
持续发展。

总之，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
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我们要敬畏历史、
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
游发展、特色经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
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研究、解读一座城市，几成风尚。彼
得·阿克罗伊德是被人熟知的传记作家，
也是英国史研究专家，但他被人经常提及
的文本却是《伦敦传》，几乎被认为是城市
书写的权威之作。多年前，美国学者刘易
斯·芒福德的 《城市发展史》 甫一出版，
好评如潮，此后，还有简·雅各布斯的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等等，城市的诠
释、审视，次第而来，引人瞩目。但宏观
的研究，离不开微观的剖析、细部的瞩
目。于是乎，关于街道、胡同、片区的聚
焦、梳理，也多有出现，如有阿兰·B·雅
各布斯的 《伟大的街道》 等。西风东渐，
小小寰球，同此凉热。中国大陆就此研究
也正方兴未艾，而杨新华先生领衔团队就
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的研究，沉实耐
心，呕心沥血，终成 《百年颐和万国风
华：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研究》，跻身
其间，堪称独特、全面、专业、细致。

独特。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又称颐和
路公馆区，是 1929 年 《首都计划》 的产
物，为南京最具民国意味的重要窗口，是
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是南京市重要历
史文化风貌保护片区。自成一体的街巷格
局，独特的空间组织方式以及极具时代感
的建筑样式，历经 90年岁月蹉跎仍旧风韵
犹存，说它具有稀缺性和唯一性，值得研
究与总结，并非夸张之词。杨新华先生领
衔团队就这一街区首期开放院落，围绕其
建筑、人物、事件，开展针对性资料的深
入挖掘及细分研究，为未来街区整体历史
文化研究扩展至更广范围、更深领域打好
基础，为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资源基础数
据库提供一定支撑。此项研究自 2019 年 9
月始，课题组历时 1 年，经有关专家多次
集议，三易其稿，于 2020 年 10 月得以完
成。《百年颐和 万国风华：南京颐和路历
史文化街区研究》于壬寅年夏秋之际出版
刊行，此研究内容所涉颐和路民国公馆区
的形成、发展、演变等；民国建筑总体研
究和典型个案介绍、具体建筑相关史实和
数据；与之相关的部分名人与逸闻轶事
等，定位准确，数据翔实，是填补相关空
白的扛鼎之作。

全面。《百年颐和万国风华：南京颐和
路历史文化街区研究》共分九章。第一章
是《定都之后的南京城市建设》，就《首都
计划》的制定、新住宅区、当今颐和路街
区的所属范围进行梳理。第二章为《南京
现存民国公馆区概述》，对傅厚岗公馆区、
五台山公馆区、梅园新村公馆区、常府街
公馆区等南京现存公馆区予以勾勒。第三
章是《具体规划和政策、法令、条规以及
措施》，就当年有关方面的《建筑新住宅区
计划》《南京市新住宅区第一区领地章程》

《南京市新住宅区建筑章程》《修正南京市
新住宅区建筑规则》《修正南京市新住宅区
建筑章程》等政策性许可进行解读。如此
系统全面梳理一个街区，将其从一片贫瘠
之地到公馆林立的“发迹史”，完整呈现，
堪称解剖麻雀，五脏俱全。

专业。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有规划，有蓝图，如何实
施，在住宅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也是故事多多，这就有了第四
章 《住宅的营建》，细说街区历史
演进的萌芽期、产生期、转型期、
鼎盛期、停滞期、恢复期，一个街
区的形成也与时代风雨历史嬗变密
切相关。在街区的形成之中，道
路，基础设施，住宅，公共设施，
道路冠名，行道树和植被，互为一
体，不可或缺。只说颐和路片区似
乎不够宏观，那就南京民国建筑的
发展概况再来一番回望与审视，这
就有了第五章的内容，南京近代建
筑发展的主要阶段、南京民国建筑
的特点、南京民国建筑的代表性风
格等，旨在说明，南京颐和路历史
文化街区不是独木难支，不是孤岛
一隅，它是南京民国建筑中的一种
存在。

细致。序曲已奏，铺垫完成，
主角登场亮相。第六章《南京颐和
路历史文化街区》呼之欲出，水到
渠成。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民国建
筑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价值，颐和路
历史文化街区住宅建设的标准和建筑用途
要求、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民国住宅建筑
年代分布及建筑层数、建筑物基地面积和
高度控制、住宅类型和平面布局、院落空
间、住宅建筑的形式与风格、住宅的结
构、材料与设施、街区的配套设施与公共
建筑、围墙、小学、菜场、办公等公共与
配套设施，我的天啊，真够深入细致，简
直是放在显微镜下手术台上一一解剖啊。
这些操作者都是什么人啊？解读来了，民
国时期的南京建筑师与颐和路历史文化街
区，这些南京职业建筑师的构成、建筑师
职业群体分布的特点、代表性建筑师及其
在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内的设计案例、住
宅建设中的相关制度、首都新住宅区第一
区的土地征收和价格、申领宅地和价格、
首都新住宅区第一区的建设经费，首次使
用或公开与之相关的应有内容，如具体建
筑详细而完备的数据，如相关建筑准确的
位置图、平面图以及近照，这些都是极为
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殊为难得。如此解读
呈现，真是纤细具备，洞察秋毫。

建筑之后，关键是人。百年也罢，万
国也好，人才是空间与时间的最佳体现。
第七章《建筑与人物》，细说这一片区的建
筑与人物，颐和路轴线 33处，珞珈路、赤
壁路轴线 23处，灵隐路、普陀路、莫干路
15处，宁海路轴线 8处，配套服务区 1处，
还有这些住户的身份构成、身份简析。第
八章《相关历史事件及外国驻华使领馆概
况》为读者细说端详。南京国际安全区总
部的设立、护佑难民经过、主要人物及评
介，主要介绍在该区域内曾经发生的重大
历史事件以及外国驻华使领馆。言及日本
侵华战争，必须讲到日军南京大屠杀暴
行。而在这期间，由留守首都的外籍人士
组织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了一个安

全区，保护了众多难民免遭屠戮。虽然为
时不长，但起到力所能及的作用。对于这
一义举，我们不能忘却，必须一书，以示
后人。诸国使领馆概况，如赤壁路 5 号多
米尼加公使馆、牯岭路 20号荷兰大使馆旧
址、灵隐路 9 号印度大使馆旧址、珞珈路
46号瑞士公使馆旧址、西康路44号罗马教
廷驻华公使馆旧址、颐和路 11号英国大使
馆旧址、颐和路 15 号菲律宾公使馆旧址、
颐和路28号美国大使馆旧址、颐和路29号
苏联大使馆旧址、颐和路 32号澳大利亚大
使馆旧址、颐和路 35 号墨西哥大使馆旧
址，有欧洲，有美洲，有澳洲，还有中美
洲的多米尼加啊。第九章《逸闻轶事与诗
选》，节录这一街区的逸闻轶事、有关诗
选，轻松有趣。

如今的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幢幢小
楼，静默无语，小巷细密，曲径通幽，陈
群的泽存书库曾经是省作协办公之地，如
今是一疗养体检中心，桑田沧海，此之谓
乎？大致位于江苏路中段是颐和路宁海路
交会处的一幢建筑，也是历经风雨，一度
曾为鼓楼区图书馆，如今的一楼部分门面
为一民营书店所经营，静坐此处，可看人
来人往，也可看枫杨树的拔地参天。颐和
路历史文化街区有两所小学，唤作琅琊路
小学、赤壁路小学，留下多少幼年学子的
梦幻往事、点点滴滴。黄蓓佳有一小说

《琅琊路》写尽一个时段在此发生的如烟往
事。

《百年颐和 万国风华：南京颐和路历
史文化街区研究》 诠释建筑背后人与事，
展现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云烟过往，力
图激活建筑的内涵价值，唤醒冰冷建筑载
体鲜活的生命、丰厚的蕴意和持久的张
力，活化重识一段几近褪色的人文记忆和
空间故事，独特，全面，专业，细致，是
殊为难得扎实的一种城市研究的文本呈现。

2022年12月17日，在上海市文化和
旅游局 （上海市文物局） 指导下，上海
博物馆 （以下简称“上博”） 主办了

“博物馆的力量 赋能城市未来——国际
博物馆馆长对话”，来自故宫博物院、中
国国家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
馆、大英博物馆、俄罗斯国立埃米塔什
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阿布扎比卢
浮宫博物馆等海内外百余家博物馆、文
博机构的馆长、负责人线上线下齐聚上
博，在上博建馆 70 周年之际，共襄盛
举，共同参与文博行业这场跨越山海的
深度对话。

国家文物局特为上博发来贺信，信
中指出：上海博物馆 70周年华诞是上海
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全
国博物馆界的一大盛事。上海博物馆 70
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中国博物馆事
业发展史具体而微的呈现。70年来，上
海博物馆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
新，不论是藏品数量、藏品体系还是藏
品质量，都堪称翘楚，在国际上享有盛
誉；在传播优秀历史文化、推动文明交
流互鉴、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方面，为我
国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经
验，形成了示范和引领。

国际博物馆协会 （ICOM） 主席艾
玛·纳蒂在线上作开幕致辞，她号召全
世界的博物馆人敢于创新、勇于实践，
通过举办这样的对话活动，让博物馆的
力量发挥国际博物馆网络的作用，交流
想法，放眼未来，为城市发展做出新的
重要贡献。

开幕式由上海博物馆党委书记汤世
芬主持，会上发布了回顾上博 70周年历
程的短片《上博简史》以及以数字梳理
上博成就的短片《数“读”上博》。

此次活动得到了国家文物局、中国
博物馆协会、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
市文物局）、上海市博物馆协会等单位的
大力支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上海市文
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市文物局局
长方世忠等出席活动并致辞。与会者将目
光聚焦于博物馆与城市的互利共生，开
展关于城市未来的交流互鉴。

方世忠在致辞中指出，经济硬实力
让城市强大，文化软实力让城市伟大，
而一座伟大的城市必然有伟大的博物
馆。上海博物馆生于上海、长于上海，
从上海出发，服务长三角，走向全国，
拥抱世界，是上海乃至中国博物馆界的
翘楚。通过定期举办国际博物馆馆长对
话，中外顶级博物馆的馆长和专家交流
借鉴博物馆发展的经典案例和成功之
道，共同探索博物馆赋能城市未来发展
的新模式、新路径，联手推动全球文博
事业高质量发展，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
供更多上海样本、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
态贡献文博力量。

本次“馆长对话”上半场为“主旨
发言”，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联盟
主席安来顺主持，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
馆、大英博物馆、俄罗斯国立埃米塔什
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阿布扎比卢
浮宫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以
及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
博物馆协会、陕西历史博物馆、香港艺
术馆、上海博物馆等十余位海内外著名
文博机构负责人发表主旨演讲，围绕

“博物馆的力量 赋能城市未来”的主
题，聚焦博物馆与城市的互利共生、博

物馆助推城市软实力建设，以及国际博
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最新定义展开
讨论。

“馆长对话”下半场为“对话·交
流”环节，由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上
海博物馆理事会理事长段勇主持，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岗、甘肃省博物馆
馆长贾建威、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慧
国、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王奇志、内蒙古
博物院副院长张文平、苏州博物馆馆长
谢晓婷等国内知名文博机构负责人参与
对话，他们围绕“博物馆助力城市品牌
塑造”和“博物馆助力市民精神培育”
进行互动讨论。与会嘉宾表示，城市品
牌建设是城市发展的强大助力，市民精
神作为一个城市独特性格、历史积淀和
文化特征的反映，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内
容之一。博物馆作为城市记忆的承载者
和城市发展的见证者，助力城市品牌塑
造，突出城市特色，同时推动市民精神
的提炼、培育和发扬。

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在主旨演讲
和闭幕致辞中表示，中国及世界各地的
博物馆紧跟时代步伐，这些年来的转型
升级硕果累累，大家做出的成绩有目共
睹。此次馆长对话的举办，最重要的目
的在于提供一个分享各馆与城市建设共
同发展经验的平台，并且激励博物馆人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挑战与机遇并存
的社会变化中，为保障所有人平等地共
享人类文明精华，提升城市生活的幸福
感和参与感，继续发扬创新精神，提供
更多解决方案。

为回应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
之呼，上海博物馆紧扣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这一主题主线，以建馆 70 周
年、东馆建设为重要契机，在上海市文
化和旅游局 （上海市文物局） 的指导
下，精心谋划推出“大博物馆计划”，以
守正创新、追求卓越的姿态，确立“大
使命”，实施“建设大场馆、引领大科
创、配置大资源、打造大品牌”战略，
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建成“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博物馆、“一带一路”文明交
流全球核心博物馆、世界顶级的中国古
代艺术博物馆，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
和带动作用，奋力推进新时代上海文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卓越实践，助力打响

“上海文化”品牌，为上海建设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贡献“上博样本”。

此次“馆长对话”活动是疫情后国
内举办的规模最大、参与国家数量最
多、参与范围最广的一次国际博物馆馆
长交流活动。作为“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窗口之一，上海
博物馆将积极建立更大、更高、更宽广
的对话平台，与国内外文博同行一道，
以“博物馆的力量”助推城市发展攀上
新的高峰。上海博物馆希望通过此次对
话活动，将携手上海文博界、中国博物
馆，继续扩大与国际优秀同行的对话合
作，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的
优质成果，在未来博物馆与城市的全新
互动和深度交融中，让博物馆成为城市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优质无形资产，成为
城市品牌中的令人眼前一亮的高识别度
标志，让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的潜能成
为城市未来发展的新动能，让不同的城
市和人民持续感受多元文化融汇带来的
澎湃力量、美学感受和灵感启迪，进而
创造出更加精彩的城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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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古城遗存 传承历史文脉
——晋阳古城遗址保护与利用管见

曹维明

《百年颐和 万国风华：
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研究》

——审视历史街区的力作
王振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