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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古建筑保护规划中保护范围划定的方法初探
———以山西南部国家级重点文物古建筑保护规划为例

石谦飞 , 李　超

(太原理工大学 , 山西　太原　030024)

摘　要:文物古建筑应该同周边环境做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规划。在介绍了文物古建筑保护规划中保护范

围划定的意义和原则后 ,又说明了保护的方法。保护范围的划定主要包括保护区的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

范围 ,其中保护区一般分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 , 建设控制地带一般分为一类建设控制地带和二类建设

控制地带。接着以山西南部五个国家级重点文物古建筑保护规划中保护范围的划定为例 , 分别阐述了周边

环境为自然山区 、自然村落区 、城市边缘区 、城市传统街区和城市现代街区五种不同类型文物古建筑保护范

围划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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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national key heritage ancient archi te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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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rgues that bo th the histo rical building s of cul tural relics and their surrounding s

should be pro tected as a w ho le.It presents the significance and principles to def ine the protected do-

main , and the pro tecting methods.T he protected domain defined consists o f mainly the pro tected are-

as , which are divided into the key pro tected areas and the general ones , and the const ruct ion control

areas , which fall into the fi rst class construction control zone and the second class const ruct ion con-

t ro l zone.With five national key conservation plans for the preservat ion of historical bui lding s of cul-

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Shanxi as the examples , the pape r expounds respect ively five methods to de-

f ine pro tected domains w ith dif ferent surrounding s , such as the natural mountains , the natural villa-

ges , the area of outskir ts , the t raditional urban st reets and the modern urban 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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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人们对城市的历史

记忆正在慢慢减退 ,城市越来越趋于同化 ,如何

处理城市发展与文物古建筑保护的矛盾已经成

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 ,我国的文

物古建筑保护仅限于对文物本体的保护 ,主要就

是对文物建筑本身的主体结构进行修缮和加固 ,

尽量使其达到“修旧如旧” ,却忽视了对文物古建

筑周边整体环境的治理和保护[ 1] 。《西安宣言》

认为:“古建筑的周边环境指的是紧靠古建筑延

伸 、影响其重要性和独特性 ,或是其重要性和独

特性组成部分的周围环境 。”人们对文物古建筑

周边环境重要性的认识正在逐渐提高 ,把文物古

建筑与周边环境当作一个整体系统 ,进行统一保

护规划的理念正在成为一种共识。

　　一 、文物古建筑保护规划中保护

范围划定的意义 、原则和方法

1.保护规划中保护范围划定的意义

文物古建筑与其周边环境的相互影响在空

间和地域上有不确定性 ,很难用统一的标准进行

简单的描述和衡量 ,从而也难以简单界定文物古

建筑及其周边环境的保护范围。正是由于没有

统一的标准 ,在文物古建筑保护工作中 ,规划人

员往往更重视古建筑本体如何保护的问题 ,而对

于周边环境保护的问题会选择进行模糊处理[ 4] 。

此外 ,出于对城市整体发展及经济制约等方面的

考虑 ,相关单位经常会直接规定保护内容或者划

定保护范围 。目前在实际中使用的界定方法具有

诸多局限性 ,要么导致文物古建筑保护范围的盲目

扩大 ,超过实际保护能力 ,保护最终很难实现;要么

对文物古建筑周边环境认识不足 ,不能充分保护古

建筑的完整性和独特性 ,使文物古建筑失去了生存

的土壤和呼吸的空气
[ 4]
。因此研究文物古建筑保

护规划中保护范围划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2.保护规划中保护范围划定的原则

任何一处文物古建筑都有其依附的环境 ,对

它的保护不能只考虑文物古建筑本身而忽略了

其所在的周边环境 ,忽视了其所在城市的历史和

人文
[ 1]
。文物古建筑保护规划中保护范围的划

定应当从文物古建筑保护和城市发展规划相结

合的角度去考虑 ,确立基本的规划原则 。

(1)真实性原则:保持文物古建筑原有的风

貌 ,对古建筑本身和空间格局的保护都要体现

“整旧如故” 、“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 ,体现和保

持历史的真实性
[ 2]
。

(2)完整性原则:每处文物古建筑都应被看

作是建筑 、空间 、景观及周围环境的统一体 ,离开

任何一项谈文物古建筑保护都是不完整的。

(3)连续性原则:连续性包括历史连续性和

视觉景观连续性 。历史连续性是指文物古建筑

现状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视觉景观连续性则

是指视觉和景观上的连贯性。

(4)协调性原则:文物古建筑在历史的长河

中经历了不同的时期 ,记录下了不同的社会生活

信息 ,保存这种共存的或者叠加的历史痕迹 ,是

一种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态度[ 2] 。在文物古建

筑保护规划中应做到建筑的多样性和社会功能

与历史文化传统的多元融合。

3.规划中保护范围划定的方法

我国采用分层级的保护范围划定方法 ,主要

包括两个层次 ,即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
[ 3]
。保

护区分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 ,建设控制地

带分为一类建设控制地带和二类建设控制地带 ,

根据实际情况还可设三类建设控制地带。通过

对保护范围层级的划分 ,可以更好地明确保护的

内容和强度。

保护区是根据文物古建筑的安全性和完整

性要求来划定的 。重点保护区内的古建筑文物

价值最高 ,要求古建筑保持现状 ,不改建和新建 ,

严重残破的古建筑应在充分考证和论证的基础

上进行修复;一般保护区是为确保古建筑的完整

性要求 ,对其附属文物(包括石碑 、石雕 、砖雕 、壁

画 、地面铺装等)的修建和重建 ,要和古建筑本体

相协调。建设控制地带是为保证相关环境的完

整性 、和谐性 ,对古建筑周边环境的划分 ,是对保

护区的一种延续 。建设控制地带是根据控制力

度和内容的不同来分类的 。

　　二 、山西南部国家级重点文物古

建筑保护规划中的保护范围划定

　　山西南部主要指晋南和晋东南 ,包括长治 、

晋城 、运城和临汾四个地级市所辖区域 。这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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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文物古建筑数量众多 、价值很高 ,在山西乃

至全国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对这一地区文物古建

筑保护范围划定方法的研究很有意义 。山西南

部的文物古建筑按周边环境的不同可以分为五

种类型 ,分别是周边环境为自然山区 、自然村落

区 、城市边缘区 、城市传统街区和城市现代街区。

1.周边环境为自然山区的文物古建筑的保

护范围划定

周边环境为自然山区的文物古建筑 ,我们应

以视域景观为依据 ,以古建筑为中心 ,视野所能

及的周边范围均应划定为保护范围 。重点保护

区为古建筑本体 ,一般保护区为文物古建筑的附

属文物。一类建设控制地带不再种植农作物 ,逐

步调整为该地区特有的植被。二类建设控制地

带可做旅游商业服务设施的建设用地 ,建筑要有

限高 ,建筑造型保持当地传统民居样式 ,材料运

用当地传统建筑材料。遊仙寺保护范围的划定

就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例子 。(如图 1)

图 1　遊仙寺保护区划图
　

遊仙寺位于晋城市高平南 10公里河西镇宰

李村东遊仙山麓 ,寺因山得名。寺庙本体为重点

保护区;对遊仙寺内和其周边环境中的尚未申报

保护级别的历史文化遗址都划定为一般保护区。

建设控制地带的东 、西 、北以寺外相邻山梁为界 ,

南以寺前山沟对面山梁为界。一类建设控制地

带为在寺前广场与寺院视觉景观直接相连的可

视范围内;二类建设控制地带为寺东山梁东侧区

域 ,这一区域虽与寺院视觉空间不连续 ,但位于

进入主景区前的引导空间 ,同时又有多处文物遗

存 ,因此将这一区域划分为二类建设控制地带。

由于遊仙寺及周边地区的地下有丰富的煤炭矿

藏 ,为防止采矿造成的地层塌陷对文物古建筑的

影响 ,还特别划定了地下保护区的范围 。

2.周边环境为自然村落区的文物古建筑的

保护范围划定

位于村落周围的文物古建筑的保护范围的

划定要体现周边环境的完整性 ,文物古建筑与周

边村落在空间布局关系和相关民俗关系都应包

括在内。我们不仅要对古建筑本体进行保护 ,还

要对其周围村落的格局和历史环境进行保护 。

同时 ,还要保护与文物古建筑有关的民俗 、民祭 、

民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九天圣母庙保护范围

的划定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如图 2)

图 2　九天圣母庙保护区划图
　

九天圣母庙位于长治市平顺县城西北 10公

里的北社乡东河村西北高于地面约 14 米的土丘

之上 ,其周围的村庄有东河村 、常家后村和庙后

村。重点保护区为寺庙本体 ,保存现有实物原状

与历史信息 。一般保护区为寺庙内和周边的附

属文物 ,如木雕 、塑像 、壁画 、碑刻等。建设控制

地带的划定尽可能包括了与九天圣母庙整体人

文环境和景观环境密切相关的内容 ,并且充分考

虑其所处的坡地 ,顺应地形合理划分为一类建设

控制地带和二类建设控制地带 。一类建设控制地

带为寺庙周边视野可及的农田 ,二类建设控制地带

为周边村庄的房屋建筑区 ,相关历史环境及村庄聚

落及格局。最终使文物古建筑 、周边村落与农田一

起构成完整和谐的视觉效果和环境景观。

3.周边环境为城市边缘区的文物古建筑的

保护范围划定

周边环境为城市边缘区的文物古建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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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划定 ,要保证在保护范围内尊重文物古建

筑原有的历史环境 ,在保护现存文物和周边环境

真实性 、完整性 、连续性和协调性的基础上 ,主要

是考虑怎么和城市边缘衔接。可进行必要的文

物古建筑修复和环境整治 ,对不符合环境要求的

周边环境责令其改造或拆除。在建设控制带内

应形成过渡空间 ,作为文物古建筑和城市边缘连

接的一个通道 。通过规划发掘文物古建筑的历

史文化内涵 ,使之和城市的人文情怀相得益彰;

合理开发和利用文物古建筑 ,使之成为城市在空

间上的一个延续 。永乐宫保护范围的划定就是

这一类型的一个实例 。(如图 3)

图 3　永乐宫保护区划图
　

永乐宫位于运城市芮城县正北五华里的古

魏城遗址上 ,其西侧比邻有永乐宫职工住宅区 、

自来水厂和正在建设的古魏镇成龙学校 ,其东侧

为果汁厂和木器厂 ,周边散落着一些自然村落 ,

周围为大面积的农田和果园。永乐宫南门正对

芮城县城主干道永乐大街。永乐宫周边有三处

文物保护单位 ,广仁王庙 、古魏城墙遗址 、古墓葬

区。重点保护区为永乐宫古建筑群本体;一般保

护区为永乐宫墙外延 100米 ,为的是完善古建筑

群的整体性 。一类建设控制地带为周边环境和

周边三处文物保护单位 , 要求既要保持景观环

境 ,又要保护人文环境 ,以达到保护规划的完整

性和安全性的目的;二类建设控制地带为永乐大

街 ,具有优越的景观视廊作用 ,作为文物古建筑

和城市边缘区衔接的过渡地带 ,使城市边缘环境

和文物古建筑保护协调统一 ,同时也做为旅游服

务设施集中区域。

4.周边环境为城市传统街区的文物古建筑

的保护范围划定

周边环境是城市传统街区的文物古建筑 ,其

保护范围划定要考虑文物古建筑与城市传统街

区的保护相结合 ,应能满足文物环境保护的有效

性和完整性。保护范围划定的依据是古建遗存 、

民居院落 、街巷胡同 、植被绿化等周边环境 ,在此

基础上 ,限制和控制周边建设 ,完善基础实施 ,改

善和调整外部交通条件 ,最终达到文物古建筑的

保护与城市传统街区的保护利用有机协调的目

的。大悲院保护范围的划定就是这种类型的一

个实例。(如图 4)

图 4　大悲院保护区划图
　

大悲院位于临汾市曲沃县曲村镇中心地带 。

大悲院的献殿面临曲村镇的东西大街 ,沿街两侧

多是传统商铺店面 ,献殿的南面正对曲村镇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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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 ,成为南大街的对景 ,沿街多为 1-2层商铺

店面 。重点保护区为文物建筑本体和文物古建

筑院落格局;一般保护区为依据大悲院内石碑 、

铺地 、植被等划分的保护范围。一类建设控制地

带为与大悲院文物古建筑相临较近 ,甚至相连的

民居院落和传统街道 ,以及大悲院献殿以南与其

形成对景的南大街 ,属于与大悲院视觉景观直接

相连的可视范围内;二类建设控制地带为建设控

制范围虽不与大悲院直接相邻 ,但对于大悲院的

整体环境风貌有较大影响的区域 ,主要是曲村镇

的传统民居和传统街巷。

5.周围环境为城市现代街区的文物古建筑

的保护范围划定

周边环境为城市现代街区的文物古建筑保护

范围的划定 ,主要就是解决古建筑和现代街区这个

看似矛盾的统一体。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 ,要充分

考虑文物古建筑视觉景观环境的一致性要求 ,充分

结合文物古建筑的存在环境及其视觉效果 ,将需要

保护的环境风貌与现代街区内限制建设的区域划

定为保护范围。保护区内不能有和文物古建筑不

协调的新建筑 ,建设控制地带内应尽可能包括文物

古建筑周边环境中现已探明的与其整体人文环境

和景观环境密切相关的内容 ,对于不符合周边环境

要求的现代街区内容要进行改造或拆除。其中 ,建

筑要限高 ,建筑造型要保持当地传统民居样式及院

落街道组合样式。开福寺保护范围的划定就是这

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如图 5)

开福寺位于晋城市阳城县县城老城区的南

城之上 ,属县城内地势较高之处。城墙之下为南

城东街。保护区范围内各项建设活动不能影响

开福寺的标志性特征 。重点保护区为寺庙本体;

一般保护区为其周边的附属文物 ,对于与开福寺

环境不协调的建筑以及严重影响文物建筑保护

的新建筑进行拆除 。一类建设控制地带为开福

寺周围与文物建筑相临较近甚至相连的院落和

街道 ,视觉景观直接相连的可视范围内;二类建

图 5　开福寺保护区划图
　

设控制地带为凤凰南路—北城墙—水利巷 —南

城墙所围合的区域 ,此现代街区在开福寺保护区

西 、北 、东三面 ,能够形成开福寺完整和谐的视觉

效果和环境景观 ,其中和古建筑风貌不协调的内

容要限制发展;三类建设控制地带为站在开福寺

戏台南侧的古城墙上向南可以清楚的俯瞰的建

筑和街道 。城南为旧城区 ,是对保护规划范围视

野的一个延展 。这片区域的整体景观风格对于

保持开福寺周边环境风貌的连续性格外重要 。

三 、结　语

文物古建筑及其周边环境是历史留给我们

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是我们宝贵的不可再

生的物质与文化资源 ,更是我们传承文明的载

体。文物古建筑与它们的周边环境是相辅相成

的一个整体 ,周边环境为文物建筑提供了生存的

空间和土壤 。只有将文物古建筑与周边环境做

为整体进行保护 ,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物古建

筑保护。失去了良好周边环境的文物古建筑 ,其

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都将被极大地削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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