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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遗产及其价值

1.1　城市遗产是什么？

城市遗产是城市中所有具有保护价值

的历史留存的总和。“遗产”一词具有法律性

的意义，将“遗产”一词纳入法律范畴的目

的是为了保护。当我们认为传统建筑、历史建

筑、历史街区、历史街坊、历史空间、历史场

所、历史地段等历史留存具有保护价值时，它

们才被称作为“遗产”，并需要为这些“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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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保护的法律和法规。从“遗产”概念的

法律角度来理解，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法

律法规体系中，包括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

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以及历史环

境要素在内的历史留存都是城市遗产的组成

部分。因此可以说，城市遗产在我国的文化遗

产保护体系中早已存在，而且还在不断拓展

其对象和内容。

城市遗产的构成体系需要从其价值视角

上海正在编制“2040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海自1999版城市总体规划划

定了11片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后，根据2003年出台的《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先后于2003年

重新划定了中心城区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于2005年增加了32片郊区历史文化风貌区，于2007年公布了144条风貌保护道

路，于2015年又确定了119个风貌保护街坊和23条风貌保护道路（街巷）。然而，上海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体系与国家现行

的保护体系并不完全一致。究竟如何从理论上评价上海的这种保护方法，从城市遗产的概念切入，对正在编制中的“2040

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提供一些研究性的观点。

In the “Shanghai Master Plan (2015—2040)”, which is currently being formulated, the conservation pla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The conservation system in Shanghai has developed since 1999 when 11 Historic and Cultural Conservation Areas were designated 

in the Shanghai Master Plan .They were re-designated into 12 Urban Historic and Cultural Conservation Are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wly-implemented policy: “Regul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Conservation Areas and Outstanding Historic 

Buildings in Shanghai” in 2003. In the following 5 years, there were additional 32 Suburban Historic and Cultural Conservation 

Areas (2005) and 144 roads (2007) designated to the list. Recently in 2015, 119 neighborhoods and another 23 roads were also 

included in the list. However, the conservation system in Shanghai is not part of the national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question of 

how to assess the conservation system in Shanghai is theoretically analyz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urban heritage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search viewpoint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hanghai Master Plan (2015—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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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确定，就如同文化遗产之所以增加了文化

景观、文化线路等类型一样，均是因为其特有

的、其他遗产概念不能涵盖的价值所致。文化

景观的价值在于其景观的文化意义，而城市

遗产的价值在于其空间的文化意义。城市遗

产的空间价值在于其历史文化环境的空间特

征、景观意象、集体记忆、意义联想以及连续

的文脉线索，对形成某种地方的城市人文精

神、生活方式或社会活动场所具有直接的作

用或关联性，因此城市遗产本质上是一种包

含了空间保护目标的文化遗产。城市遗产不

仅包含了所有建筑遗产，也包含了需要保护

的历史城区、历史地段、历史中心、历史街区、

历史街坊、历史空间与场所等空间要素。

从城市遗产的概念来看，我国城市遗产

的构成体系并不完整，或者说是有待完善。就

如不是所有的历史城市都是历史文化名城、

不是所有的历史街区都是历史文化街区一

样，学术概念所包含的对象总是大于法律概

念。城市中位于历史文化街区外的历史空间、

历史场所和历史环境，虽然并不都具有保护

的价值，但也应该被纳入城市遗产的构成体

系（表1）。

1.2　为什么要研究城市遗产？

在此，我们需要回到城市遗产概念的由

来。在上世纪30年代的《雅典宪章》中已经

出现了与城市遗产有关的阐述，上世纪80年代

的《华盛顿宪章》事实上就是一份关于城市遗

产保护的国际性文件。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发布的《关于历史性城市（镇）景观的建议

书》[1]是一份关于城市遗产和城市保护最新的

国际性文件，《建议书》中明确提到：“城市遗产

对人类来说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源，其特

征是接连出现的文化和现有文化所创造的价值

在历史上的层层积淀以及传统和经验的累积，

这些都体现在其多样性中”。因此，城市遗产也

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整体的历史文化环境。

“过去50年间，国际社会开始对现代主

义运动所定义的建筑和城市规划范式进行了

彻底的修改，并建立起强有力的制度和专业

体系来支持遗产保护。这一趋势推动了把历

史城市作为一个遗产类型进行保护的进程，

也促进了城市保护概念在国际上的普及。”[2]

城市保护在国际上源自于对历史城市（特别

是历史城区）的保护，其本质是对城市遗产的

保护，其保护的范畴超出了我国法定框架内对

文保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

护，更包含了学术概念上的历史建筑、历史街

区、历史地段、历史中心、历史城区和历史空

间、历史场所。这些城市遗产构成要素在城市

中无法相互割裂独立，而是相互涵盖、相互依

托而存在的。它们之所以被统称为“城市遗

产”这一大概念，是因为它们相互之间在空间

上和文化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性，这也就是

城市遗产的特征与价值所在。反观我国历史文

化名城（包括名镇名村）保护的初衷，实际上

就是对城市遗产的保护（图1）。

2　上海城市遗产保护体系研究

2.1　上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

与城市遗产相关的学
术概念 我国与城市遗产相关的法律概念 上海城市遗产构成体系（现状）

历史城市
 （Historic City）

历史文化名城
（ Historic City） 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城区
 （Historic Urban 

Area）

历史城区
（Historic Urban Area）* —

历史地段
（ Historic Area / 

District）

 历史文化街区
（Historic Conservation 

Area） **

历史文化风貌区中的老城厢地区，衡
复法租界地区，虹桥别墅区，五角

场地区，人民广场地区，外滩地区，
龙华寺地区

历史中心
（ Historic Center） 

历史文化街区
 （Historic Conservation 

Area） **

位于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内的城隍
庙地区是华界地区的历史中心

历史街区
 （Historic Blocks） 

历史文化街区
 （Historic Conservation 

Area） **

历史文化风貌区中的山阴路街区，提
篮桥街区，愚园路街区，新华路街

区，南京西路街区

历史街坊
（Historic Block） 

规模达到1 hm2以上可作为历史
文化街区，规模小于1 hm2

可作为历史建筑群
（Historic Buildings）

风貌保护街坊中的里弄街坊、工人新
村、混合型街坊和部分工业遗存街坊

历史空间 
（Historic Space）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历史空间
历史环境要素

（Historic Element）

风貌保护道路（街巷），风貌保护街
坊中的历史公园和部分工业遗存街
坊，以及包含在历史文化风貌区和
风貌保护街坊中的历史空间及其历

史环境要素

历史场所
 （Historic Place）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历史场所

风貌保护街坊中的大专院校，以及包
含在历史文化风貌区和风貌保护街坊

中的历史场所及其历史环境要素
 历史建筑 

（Historic Building）/ 
历史构筑物 
（Historic 

Construction）

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建筑

（Historic Building）*** ,
保护建筑

保护建筑（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
文物、优秀历史建筑）、保留历史建

筑、一般历史建筑

注：* 国标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 中将 “历史城区” 特指 “历史城区中历史

范围清楚、格局和风貌保存较为完整的需要保护控制的地区”。由于大部分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城区已经基本

不存在，故实际规划中往往没有此项内容。

    ** 国标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 中将应重点保护的 “历史地段” 称为 “历

史文化街区”；将 “历史文化街区” 规定为法定保护对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

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称为历史文化街区”。

    ***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年） 第三十二条中将 “历史建筑” 规定为法定保护对象。

    **** 国标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 中将 “规划认为应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方

法进行保护的建 （构） 筑物” 称为 “保护建筑”。

表1　城市遗产构成体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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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回顾一下上海市于2003年公布的

“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定义及中心城区12片

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基本情况。上海中心城区

的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其中既包含了历史地段也包含了历史街区。

历史街区类有“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山

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南京西路历史文化

风貌区”、“新华路历史文化风貌区”、“愚园路

历史文化风貌区”；历史地段类有“外滩历史

文化风貌区”、“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江

湾历史文化风貌区”、“人民广场历史文化风

貌区”、“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

“虹桥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和“龙华历史文

化风貌区”。同时，在“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

区”中还包含了租界时期前的城市中心以及

租界时期的华界城市中心，而在每一个历史

地段类型的风貌区中往往包含了不止一个历

史街区。这与2003年颁布的《上海市历史文

化风貌区与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以下简

称上海《保护条例》）中历史文化风貌区的

定义：“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建筑样式、空间格

局和街区景观较完整地体现上海某一历史时

期地域文化特点的地区”是基本一致的。

其次是关于上海的“风貌保护街坊”。

2016年上海新公布了119处“风貌保护街

坊”，从而将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街坊纳入了

上海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体系。然而，对“风

貌保护街坊”上海并没有给出新的法律性定

义，与“历史文化风貌区”作一比较可以发

现不同的仅仅是保护范围限于一个“街坊”，

而不是街区或地区。

再讨论一下上海的“风貌保护道路”这

类由上海《保护条例》衍生出来的遗产空间。

历史道路是重要的城市历史空间，是城市遗

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上海在编制“历

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中将历史尺度、景

观保存完好的历史道路和街巷确定为需要保

护的城市历史空间，并在此后扩展到历史文

化风貌区之外，至今已经公布了167条“风

貌保护道路（街巷）”，以此将历史性的城市

公共空间也纳入了法定的保护体系。在上海

的“风貌保护街坊”中也包含了“历史公园”

这类历史空间类型，共计有4处。同时，在上海

“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中也已经将位

于风貌区中的历史公园纳入了核心保护范围

（图2）。

对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体系可以

发现，虽然上海的保护体系与其并不完全一

致，但从学术体系和国际趋势来看，上海2003

年以后所建构起来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

与城市遗产保护的理念更为趋近，其中包含了

城市遗产中最为核心的遗产空间的保护内容，

同时也基本涵盖了历史地段—历史中心—历

图1　城市遗产概念示意图

图2　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风貌保护街坊、风貌保护道路分布图[3]

a）　历史城市构成原型示意图 b）　历史城市构成现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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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传统风貌建筑的占地面积不小于总占地

的60%”。从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核心保护范

围的情况看，有超过一半的风貌区不符合国

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的规定。

因此，如果将“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纳入

国家“历史文化街区”的法律性概念中，上

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核心保护范围也将需要

重新划定。

对此，可以采用的一种技术方法是在现

有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中筛选出符合历史文化

街区的历史街区，比如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

和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同时也可以在衡

复历史文化风貌区、愚园路历史文化风貌区、

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等其他历史文化风貌

区中的核心保护范围中划出符合历史文化街

区的历史街区。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现

实情况的复杂性决定了现有国家保护法律法

规适用的有限性，这种状况在多地存在。从

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的相关资料来

分析，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的确定

不仅仅是依据历史留存的现状情况和价值评

估，其目的是对城市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历

史阶段和历史背景所形成的相对完整的历史

地区的保护，以留存上海城市遗产的文化多

样性特征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完整性[4]。因此，

历史地段类风貌区的规模大部分比较大，在

风貌区范围内现代建筑和可以拆除的旧建筑

的占地面积一般也超过风貌区面积的40%，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 “江湾历史文化风貌区”、

“人民广场历史文化风貌区”、“老城厢历史文

化风貌区” （表3）。

2.3　上海城市遗产保护体系

从城市遗产的内容分析，城市遗产的构

成体系包括层次和要素两个体系，其中的具

体内容与我们常说的保护对象的概念相同。

从城市遗产构成的纵向层次体系看包含了

“历史城区—历史地段/历史中心—历史街

区—历史街坊”4个具有层层涵盖关系的层

次；从城市遗产构成的横向要素体系看，城市

建筑类别 建筑面积（m²） 比例（%)
保护建筑（文物和优秀历史建筑 ） 61 680 2.24 

保留历史建筑 148 490 5.38 
一般历史建筑 353 550 27.91 

其
中 

一类一般历史建筑 205 060 7.43 
二类一般历史建筑 564 880 20.48 

应当拆除建筑 359 710 13.04 
其他建筑（非历史建筑） 1 418 290 51.42 

合计 2 758 110 100.00

表2　上海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建筑类别统计表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上海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

史街区—历史街坊—历史建筑各层次的保护

要素。

2.2　国家与地方保护体系

关于能否将上海的“历史文化风貌区”

和“风貌保护街坊”统称为一个“历史文化

街区”的法律性概念，不能仅仅从学术角度

去辨析，而需要对国家和地方保护法律法规

的条款进行分析来判断。

“历史文化街区”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体系中的一个法律性概念，上海“历史

文化风貌区”和“风貌保护街坊”是一个地

方性的保护法律概念，如前文所述，两者在定

义上基本相同，差异在于历史文化街区有“重

点保护”的管控要求。在2008年国家颁布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下简

称国家《保护条例》）中，对历史文化街区的

“重点保护”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特别规定了

“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

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但是，新建、扩

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除外”。同

时也规定了“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应当经城市、县人民

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

门批准”。通过对国家《保护条例》的解读可

以得到如下的信息，即无论是否拆除非历史

建筑，在核心保护范围内只能“新建、扩建必

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在“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中

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是通过明确每栋建筑的保

护与更新类别来实现的，而其中“核心保护

范围”的保护要求明确为“不得新增建筑

量”，而非不能再建。在上海“历史文化风貌

区保护规划”划定的“核心保护范围”内，

均有一定量的非保护建筑，按保护规划的规

定这些位于核心保护范围内的非保护建筑既

可以保留也可以根据发展需要拆除重建或新

建，但对再建的项目没有具体的性质规定，而

只有建筑量的明确规定。因此，如果将“上海

历史文化风貌区”纳入“历史文化街区”，核

心保护范围的界线就需要根据国家《保护条

例》的保护要求重新划定。

通过对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的

解读可以发现，上海对核心保护范围之所以

作出这样的规定，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首

先是保护规划将保护1949年前形成的历史文

化环境作为主要目标，而现实情况是在风貌

区内的绝大多数历史街区及历史街坊中1949

年后建成的建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类建

筑中的大部分并没有保护价值（表2）；其次，

上海中心城区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中现在的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也基本是完善的，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补充和提升并不

需要如此多的空间。因此，在“上海历史文化

风貌区保护规划”划定核心保护范围时，更

多的是考虑了重要历史地段和历史街区的整

体性保护。

国家2010年颁布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历史文化

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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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要素则包括历史空间、历史场所和历史

建筑3个在层次上相互平行的系统。把城市遗

产的构成体系划分成层次和要素两个子体系

对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科学体系、合理

确定保护目标、保护范围、保护策略，具有关

键性的意义。

建构层次体系的目标是保护城市遗产

的完整性。保护历史城区、历史地段、历史街

区和历史街坊完整性的关键是保护范围的确

定。从这一目标出发，在确定历史城区、历史

地段、历史街区和历史街坊范围时，历史建筑

与历史环境的保存状况不一定是确定保护范

围的唯一依据，这对历史城区和历史地段来

说尤其重要。

上海“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是一个

典型的历史地段。人民路和中华路是上海老

城厢历史上城墙的位置，也是老城厢历史地

段的空间边界。如果按历史建筑与历史环境

留存的现状去判断，老城厢的保护范围不仅

将大大缩小，而且会成为多处孤立的历史街

区和历史街坊，这显然与城市遗产和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的理念是不一致的（图3）。

保护历史城区、历史地段、历史街区和历

史街坊完整性的重点是历史空间的保护，类

似的典型案例还有“五角场历史文化风貌区”。

上海历史城区保护范围的确定及其保护目标也

应该以保护其历史空间的完整性为原则。

将历史建筑、历史空间和历史场所作为

城市遗产保护的要素体系，是因为它们保护

的目标不同。历史建筑的保护目标是保护其

真实性，历史空间的保护目标是整体性，历史

场所的保护目标是延续性。因为不同的保护

目标和它们各自的价值载体不同，各自的保

护策略也就完全不同。上海“风貌保护道路”

的保护策略是保护历史街道的尺度和附属的

行道树，同时非“风貌保护道路”的其他历

史道路和街巷则应该保护其网络体系。上海

静安寺地区、老西门地区、八仙桥地区、曹家

渡地区、中山公园地区等等历史上的地段中

心，虽然其大部分的历史建筑、历史空间已经

不存在了，无法作为历史地段来保护，但应该

表3　若干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情况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城市 保护范围 名称 总面积
（hm²）

核心保护范围
面积

（hm²）
比例
(%)

上海
（中心城区）

历史文化
风貌区

历史地
段型

老城厢 199.72 54.25 27.2
衡山路—复兴路 775.00 436.00 56.3

虹桥 481.00 190.00 39.5
江湾 457.00 64.00 14.0
外滩 101.00 53.00 52.5

人民广场 107.00 27.00 25.2
龙华 45.00 30.00 66.7

历史街
区型

南京西路 115.00 49.00 42.6
愚园路 223.00 116.00 52.0
山阴路 129.00 52.00 40.3
新华路 34.00 16.00 47.1
提篮桥 29.00 14.00 48.3

北京
（第一批） 历史文化保护区

景山八片（含8片） 140.45 127.47 90.8
南北长街、西华门大街

（含3片） 30.57 30.57 100.0

西四北头条至八条 32.19 29.70 92.3
阜成门内大街 70.38 32.68 46.4
什刹海地区 301.57 178.00 59.0
南锣鼓巷 84.00 49.00 58.3

国子监、雍和宫地区 74.00 39.40 53.2
北池子地区 39.22 20.31 51.8

南池子、东华门大街（含2片） 34.50 30.20 87.5
东四三条至八条 48.80 31.90 65.4

东交民巷 62.84 30.47 48.5
大栅栏地区 47.09 15.67 33.3
东琉璃厂街 10.02 3.79 37.8
西琉璃厂街 6.30 2.20 34.9
鲜鱼口地区 38.08 10.76 28.3

南京 历史文化街区

颐和路 35.19 — —
梅园新村 10.48 — —
南捕厅 3.17 — —

门西荷花塘 12.56 — —
门东三条营 4.84 — —

总统府 10.10 — —
朝天宫 9.05 — —

金陵机器制造局 14.25 — —
夫子庙 20.00 — —

中山 历史文化街区

孙文西历史文化街区 7.10 7.10 100.0
西山寺历史文化街区 3.20 3.20 100.0
从善坊历史文化街区 1.62 1.62 100.0
沙涌历史文化街区 16.10 16.10 100.0

以延续其历史地位和场所识别性的策略将其

纳入上海历史文化名城城市遗产的历史场所

体系予以保护（表4）。

3　上海城市遗产保护研究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再来回顾一

下城市遗产的价值问题。城市遗产的价值在

于它所具有的空间文化意义，因而决定了其

价值保护必须考虑遗产空间的保护。从技术

角度看，空间保护就是对影响空间形态和规

模的平面肌理特征以及对影响空间比例、空

间界面、空间连续性和空间识别性的空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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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从事建设活动，应当符

合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历史文化遗产

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

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但其中对“保护范

围”的界定没有更明确的阐述。从城市遗产

保护的视角去理解，“保护范围”既不仅仅

是“核心保护范围”也不是“历史文化街区”

或“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的总和所可以替

代的。从上海历史城区前述的分析来看，上海

的历史城区可以作为上海历史文化名城的保

护范围，对城市遗产的整体空间价值进行保

护管控。

“保护范围”在理论上应该是“环境协

调区”、“建设控制地带”和“核心保护范围”

的总和。在保护区划的管控策略和管控内容

上是一个以遗产空间价值为导向的层层叠加

的逻辑结构（表5）。

在城市遗产保护区划中这样一个在空

间上从大到小、在层次上由上至下的层层叠

加的逻辑结构，对应在策略和内容上，就是将

“环境协调区”的策略和内容叠加到“建设

控制地带”中，并将“环境协调区”和“建

图3　上海“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历史建筑分布图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上海老城厢历史文化风

貌区保护规划》。

图4　上海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资源现状示意图

体属性进行保护。空间保护的目的是防止出

现“建筑没有了，空间也就彻底改变了”以

此导致城市空间文化意义和文脉的关联性彻

底消失的状况。

更重要的是，城市遗产的价值层积性并

不排斥“变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的《历史名城焕发新生——历史性城市景观

保护方法详述》（New Life In Historic City，

2013）中指出：“本手册主张（城市的）历史

背景和新的发展能够相互影响、相互强化彼

此的作用和意义”，要从城市遗产保护中获益

就应该“将城市遗产保护目标与社会经济发

展目标结合在一起”。这明确了我们应该通过

对空间的变化采用合理的保护管控策略，保

持并持续延伸城市遗产由时间累积所形成的

空间层积价值，并借助附着于城市遗产中的

城市人文环境、场所精神、文化与社会的多样

性和独特的吸引力，实现促进城市历史地区

复兴的目标。

基于对城市遗产及其价值的认识，针对

上海历史文化资源及其保护体系的现状，提

出以下规划方面的建议。

3.1　关于“历史城区”

历史城区是城市遗产的“本底”。上海历

史城区的界定问题至今尚未有深入的讨论，

本文从城市遗产保护的视角将1950年前形成

的建成区作为上海的历史城区范围进行讨论

（指内环以内1950年的连片建成区）。在上海

的历史城区内，目前法定的各类遗产占地面

积约26 km2，覆盖了历史城区61 km2中43%

的范围，然而这些法定的遗产在空间分布上

处于相对孤立和碎片化的状态。

现实的情况是，除法定的遗产外，在上海

的历史城区中留存有约9.8 km2的历史街坊[5]，

现存历史文化环境的总量占历史城区面积的

58%以上，分布的覆盖面也相对均衡，也就是

说上海的历史城区依然具有整体保护的价

值。可以说上海的历史城区至今保存相对完

整，应该作为上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一个

“本底”（图4）。

3.2　关于保护区划

“保护区划”是一个法律性的概念。在国

家《保护条例》中指出：“在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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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控制地带”的策略和内容也叠加到“核心

保护范围”中。

根据上海历史文化资源留存的现状以及

上海《保护条例》，按照上述保护区划的逻辑

结构，可以在空间上形成如图5所示的保护区

划布局关系。其中在“历史文化风貌区”和

“风貌保护街坊”中均包含有“核心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而部分历史文化风貌区

的核心保护范围中又包含有历史文化街区。

关键的概念是，城区、地段、中心的空间

边界与城市的空间层级具有关联性，并且是

一个与历史意义具有关联性的空间范围。而

街区则不一定具有这种关联性的空间边界属

性，其边界有时可以根据现状情况来确定。因

此，对历史地段和历史中心型的“历史文化

风貌区”，由于其所具有的关联性空间边界属

性，其范围必须与其“建设控制地带”的边

界一致，因为我们需要将各个历史地段和历

史中心各自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管控。

3.3　关于活力与复兴

城市遗产保护的战略性目标是实现历史

地区的复兴和活力提升。新的、当代的物质元

素、空间元素、文化元素和功能元素无疑对发

展和活力是一种积极的元素。因此，在各层次

的保护区划中植入这些积极元素是城市遗产

保护管控的主动性策略[6]。

正如前文所阐述，城市遗产的价值层积

性在理论上支持新元素植入带来的“变化”。

城市遗产保护的管控策略的基本原则是延

续。延续原则中包含的核心概念是时间，即城

层次
体系 城市遗产的构成体系 上海城市遗产构成体系

（现状）
上海城市遗产构成体系
（建议完善的内容）

保护
目标

1 历史城区
（Historic Urban Area） — 在现存建于1950年前的区域

内划定

完整性

2

历史地段
（ Historic Area / 

District）

历史文化风貌区
（老城厢地区，衡复法租界
地区，虹桥别墅区，五角场
地区，人民广场地区，外滩
地区，龙华寺地区）

以及虹口港地区、杨树浦工
业地区等历史地段

历史中心
（Historic Center） 

位于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
内的城隍庙地区

以及南京东路地区，淮海路
地区，四川北路地区

3
历史街区

（Historic Blocks） 

历史文化风貌区
（山阴路街区，提篮桥街
区，愚园路街区，新华路街
区，南京西路街区）

以及顺昌路等里弄街区和工
业遗存街区

4 历史街坊
（Historic Block） 

风貌保护街坊中的里弄街
坊、工人新村、混合型街坊
和部分工业遗存街坊

以及其他历史街坊 

要素
体系 城市遗产的构成体系 上海城市遗产构成体系

（现状）
上海城市遗产构成体系
（建议完善的内容）

保护
目标

1 历史空间
（Historic Space）

风貌保护道路及街巷，风貌
保护街坊中的历史公园和部
分工业遗存街坊

以及历史河道与各层次、各
类型包含在历史文化风貌区
和风貌保护街坊内外的历史
空间

整体性

2 历史场所
（Historic Place） 风貌保护街坊中的大专院校

以及静安寺地区、曹家渡地
区，小东门地区、老西门地
区、打浦桥地区等历史空间
已经基本消失的历史场所；
老北站地区、玉佛寺地区、
虹口公园地区等历史空间结
构尚存的历史场所；包含在
历史文化风貌区和风貌保护
街坊内外的各层次、各类型
的历史场所

延续性

3

历史建筑
（Historic Building） 

（包含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建筑）

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
物、优秀历史建筑、保留历
史建筑

以及各种类型的历史建筑
（群） 真实性

表4　上海城市遗产保护体系分析

表5　上海保护区划与空间管控框架建议

序号 框架 备注

1 保护范围 =
核心保护范围

（包括其中的历史
文化街区）

+ 建设控制
地带 + 环境协调区

2 历史城区 = 历史文化风貌区（历史地段及历史街
区），风貌保护街坊 +

非历史地段、历
史街区、历史街
坊的历史城区

部分

3 管控策略 延续城市空间文脉
延续城市空间
文脉+维护历

史性景观

延续城市空间文
脉+维护历史性景
观+保护历史空间

把“保护范围”
作为一个历史文
化环境整体，对
遗产空间进行保
护管控。3个范
围及其管控策略
和管控内容是从
大到小层层叠加

的关系

4 管控内容 空间格局，街区肌理

空间格局
街区肌理
空间界面
空间视廊
建筑肌理

空间格局
街区肌理
空间界面
空间视廊
建筑肌理
界面尺度
建筑尺度

图5　上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划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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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遗产是经过时间的正向累积而在空间上呈

现出物质和空间元素相互叠加的结果，这种

空间叠加变化从形成过程上考证就是一种持

续不断的以新替旧、新旧交错的现象。当然，

在城市空间变化中对城市遗产造成破坏和负

面影响的变化总是常常发生，这也就是对城

市遗产需要进行“保护管控”的意义所在。

从这个目标上去理解，新的元素无论对

“历史文化街区”还是对“历史文化风貌区”

都是一种动力性元素，包括在两者的“核心保

护范围”内。因此，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能不能

在保护区和核心保护范围内建什么，而在于如

何因地制宜地的去研究管控的具体措施。

4　结语

城市遗产保护并非是增加众多的保护

对象，而是增加更多与空间保护相关的管

控策略和管控内容。空间保护的实现需要

在保护规划中通过空间管控措施予以具体

落实。国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

（GB50357—2005）中提到：“历史城区内

除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

群以外的其他地区，应考虑延续历史风貌的

要求”，国家《保护条例》中也要求：“在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从事建设活

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历史

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

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城市遗产

保护体系为实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目

标提供了一种理念和新的技术路径。

城市遗产保护作为一种城市可持续发展

战略，正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通过城市遗

产的保护实现历史地区复兴的研究，虽然尚

未形成理论体系但具体案例已经十分普遍。

城市遗产保护的理念在方法论层面为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提供了具有整体性的、积极

的思路，从而将为城市复兴带来更多的机会。

事实上，对任何既有的建成环境进行改变都

需要进行管控，只是在历史文化环境中发生

的变化需要以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主体谨慎地

对待，以保证每次新的变化都是增强遗产在

空间中主体地位的一项有效措施。

“遗产”是一个法律性概念。不论是历

史城区、历史街区、历史街坊、历史建筑（群）

或历史空间、历史场所，没有被列入政府保护

体系的历史留存只能暂且统称其为历史文化

资源或历史留存。关于能否将学术上的“历

史地段”、“历史中心”和“历史街区”、“历史

街坊”统称为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或“历

史文化风貌区”的法律性概念，不仅需要根

据各个城市历史留存的具体状况来分析，更

需要根据各地方相关的法规条款来判断。不

论采用什么方式去对接国家法律法规，上海

都应该借助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机

遇，建构起以保护城市遗产为核心的上海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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