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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印迹指的是一种不可逆的学习模式"文化遗产作为人文城市的基因和重要基点"借助

于中国新型城镇化"发挥着文化遗产的印痕学习作用"通过其保护传承和展示表达的学习能力"在

$人文城市%建设的中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通过新型城镇化"向世界展示中国梦"也展示历史

文化大国人文城市的新城镇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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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痕*在行为生物学中指一种特殊的不可逆的学习模式&在由基因决定的时期里!敏感时期"'环境的刺

激会被长久地植入个体的行为中'后来看来就好像先天习得的一样%)印痕*通过学习'只需一次经验!或者

最多数次"'即可产生长远影响%)印痕行为*代表着后天学习行为'学习后果是由直接印象造成的'是与生俱

来的天赋%尽管发生在早期'但对晚期的行为却会产生重要影响%

新型城镇化是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动力来源'文化遗产一向被称作)人文城市*的基因'在城镇的发展

中起着重要的印痕作用%城镇成长借助于印痕作用'以文化遗产为基础的正向学习和引导'对城镇的发展产

生长远(显著而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在新型城镇化中'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对)人文城市*的印痕学习作用'建设中国特色的)人文城市*'

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一份独特的城镇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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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与城市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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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人文城市#提出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T+,+,

年"$发布'提出)人文城市*'强调)注重人文城市建设*'明确)人文城

市*建设重点&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文化设施(体育设施(休闲设施和公共设施免费开放等五个方面%人文

城市坚持)文化传承'彰显特色*原则'既描绘了新型城镇化的蓝图和原则'又强调了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

化的区别'是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点睛之笔%

我国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

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在全球化的文明演进中'城镇作为)人类文明集聚地*'其面貌和

生活方式从未像今天这么类同和千篇一律%因而'保存和营建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在继承的基础上重构'

是属于历史的(地域的(民间的(文化的自我拯救%

)人文城市*是城市发展理念'也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

性'提倡形态多样性'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

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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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城市#标志着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转型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沃特+恩道曾感叹&)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

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就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近
!,

年'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很



 http://qks.cqu.edu.cn

多城市与世界大都市的建成环境(物质景观等硬件上已差距不大'但千城一面(特色尽失'同时缺乏软件(文

化建设'在城市人文环境(幸福感(公共服务(文化繁荣与影响力上缺失巨大%

目前'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已经减弱(资源环境约束十分显著%从国外城市化经验和中国实践来

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上存在一个)拐点*'因此'中国新型城镇化必须跨越)拐点*'由过去片面注重追

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公共服务为中心的转型升级新阶段'积极保护和弘

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注重经济(社会(环境和人文均衡发展%)人文城市*的提出'代表着中

国从经济型城镇化向文化型城镇化(从)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的重大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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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是城镇化过程中的印痕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

遗址%文化遗产包含&物质文化遗产'或称有形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或称无形文化遗产%伴随着人类

对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尊重愈加突出'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持续扩大%乡土建筑(工业遗产(农业遗

产(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系列遗产(二十世纪遗产(非物质遗产等不断涌现'不仅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自

然文化双重遗产(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及其文化遗产环境在内的整体'而且有向动态化(巨型化(线型化和

生活功能化等方向扩展的趋势%

自然环境下'城市遗产!包括有形和无形要素"成为提高市区的宜居性'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增强社会凝聚

力的关键资源%发掘和系统整理城镇的历史文化资源'完整地体现城镇格局特色'展现中国城市鲜明的文化

特色'是)人文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目标是让文化遗产走进人们日常生活%因此'

新型城镇化和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有着共同的目标'两者并行共存%

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影响深远的大规模快速城镇化'千百年来逐步积淀而成的物质文化

遗产(自然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面临极大的挑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愈发突

出'如果稍有不慎或处理不当'就会造成历史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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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城市#建设是对文化遗产的印痕学习

美国历史学家(现任纽约库珀联盟艾文+钱尼建筑学院院长安东尼+维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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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说

过')不应该野蛮地以-现代化.名义对城市进行重塑'而应以负责任的态度对有价值的城市老建筑加以保护'

使其成为城市的亮点%*新型城镇化进程同样如此'旧城改造(新城建设与文物古迹保护应结合起来%

过去一段时间'在大规模城镇化中'由于经济利益驱动'不可再生文物资源迅速流失'城镇传统风貌损害

极大'一些传统街区和传统风貌已经和正在消失'传承悠远的历史文脉被割裂(千姿百态的城市个性逐渐消

遁%违法(违章建设造成文物的损毁和文物原生环境的破坏'毁坏了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拆除真古董'恢

复)仿古街道*'再造 )假古城*'粗制滥造出了没有文化内涵的)假古董*()假文化*'毫无价值%

一些城市景观结构与所处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极不协调'盲目照搬欧美的城市模式或建筑模式'贪大求

洋(复制粘贴'千城一面'无视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建设性破坏不断蔓延'城市的自然和文化个性被破坏'城市

景观变得生硬(浅薄和单调%

对比欧洲'各个国家在协调处理旧城保护与城市化(现代化的关系上'非常重视文化传承与弘扬(历史文

化和特色城市!镇"保护%无论历史(文化和风格各异的大城市和小城镇'都高度重视历史传统'注意保护民

族文化遗产%

例如'英国的城镇根据当地的自然(历史和产业发展特点'因地制宜'强化特色'将城镇文化塑造与突出

地域性文化结合'文化独特性和地域独特性成为每个城镇的核心竞争力'凸显个性和独特的文化魅力%而德

国注重多元文化的保持与发展'

##

个大都市圈遍布全国'中小型城市星罗棋布'分布均匀'规模不一'但各有

定位和侧重'文化特色和经济特色浓厚'主导产业突出鲜明%欧洲城镇历史建筑和自然风貌'包括房舍(教

堂(城堡(宫殿(桥梁'甚至道路和港口都成为城镇人文特色的体现'是历史人文内涵与生活方式现代化结合

的典范%

中国地域广阔'地形复杂'民族众多'文化传承异彩纷呈'自然和人文资源禀赋的差异巨大%因此'新型

的)人文城市*建设要利用中国各地各民族丰富多彩的自然文化(历史文化遗产%在人文城市的建设中'通过

文化遗产的印痕学习'倡导文化传承'打造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提

升城市文化品位(强化城市特性'增强城市吸引力'形成城市风格和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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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遗产在"人文城市#建设中的印痕作用

截至
+,#!

年'全球共有分属
#.,

个国家的
?D#

处文化或自然遗产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是申

报世界遗产的积极参与者'迄今已有
-C

项遗产列入名录'其中文化遗产
!C

项!含双遗产"%在最近全国第三

次文物普查中'有多达数十万不可移动文物!大多为建筑物和各类历史遗迹"被列为登录点'而这还仅仅是历

史文化价值明显的对象,相关部门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

个'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D#

个'这个数目与

我国悠久的历史和广阔的幅员并不相称%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是文化遗产大国%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数量并不值得骄傲%除少量法

定的各级文物建筑外'大量并不具备法定保护地位%比照土地面积相当于我国
#

4

"-

的英格兰'登录保护建

筑
C,

万处'保护区
D,,,

多处%而我国登录的不可移动文物仅
-,

万处'保护区仅数百处%同时'中国列入国

家层面保护的文化遗产数量明显偏少'即使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埃及由中央政府

管理的文物古迹有
+,,,,

万余处,印度由国家管理的文物古迹有
C,,,

处左右,越南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也有
+D+!

处'而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仅为
+!C#

处%在这个意义上'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还

不能算是文化遗产强国%

总体而言'虽然历史文化保护在我国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仍有大量的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历史街

区和历史村镇仍未得到有效保护%新型城镇化不仅是钢筋水泥的物理空间建设过程'还是城市文化的形成

建设过程'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十分重要%历史缩影和文化精华不但增强居民对城镇的认同感

和凝聚力'形成城镇的文化特色差异化'提升城镇化的整体水平%

今后'新型城镇化提出)人文城市*'给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更多要求%文化遗产作为)人文城市*

的基因'既要注意城镇化过程中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要注意城镇化过程中的非物质文化保护'以及城镇

化过程中的新遗产保护%在中国新型城镇化中'发挥其文化遗产的印痕学习作用'在继承的基础上重构城

市'为面对世界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德)人文城市*增色添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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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遗产在"人文城市#建设中的印痕作用

在城市建筑遗产保护的方面'欧洲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西方人将城市与建筑称为)石头的史

书*'城市最为重要的外在表现就是建筑%雅典(马德里(纽约(巴黎(伦敦(米兰'都可堪称建筑历史的博物馆

和建筑艺术的宫殿'每一幢建筑都是镌刻在大地上的历史%许多城市都有市民引以为傲的标志性建筑%如

罗马市民喜欢万神庙'那里代表中世纪科技的最高水平%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拜占庭

式等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建筑与众多著名的广场和历史街区交相辉映'构成了欧洲独特的城市风貌%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的)人文城市*物质环境建设中'要善于从地域文化中提取特色'从历史文脉中挖掘基

因'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使现代建筑地域化'地域建筑现代化%通过不同时代建筑语言的合理利用'创

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阐述城市丰富的文化'实现城镇建筑的永恒价值%建筑应该是具有独特内涵(和

谐共生的公共文化建筑'并与环境共同创造出赏心悦目的文化景观%地域特色的建筑文化景观的趣味'公共

服务与市政文化景观的温馨'遗产发掘与保护的历史文化景观的凝重%)人文城市*展现时代的(历史的(地

域的(民族的文化建筑'建设足以骄傲的标志性建筑'各个 )人文城市*的不同风格的建筑文化'形成一道有

趣的建筑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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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文城市#建设的印痕作用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

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

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确定文化特性(激发创造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相互宽容(协

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是

城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最能体现城镇特色,其所蕴含的城镇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

意识'是维护城镇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是连结市民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城市存在发展的基础'是

市民精神(居民情感(城镇历史(个性(气质(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冲击下'物质环境的快速和极大改变'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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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逐渐削弱乃至部分消失%民众生活方式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嬗变'加之外来文化的影响'给一

向主要靠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急剧变迁%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已迫在眉睫%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能表达体现)乡

愁*的地方'挖掘(整理和再现'以及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的提升'能够成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

!

人的$城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

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显得尤为

重要%非遗的核心是人'非遗的保护(遗传和发展也首先要从)人*上想办法%

而新型城镇化就是)人*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富有人文精神的城镇化%)人*是城镇建设的主体'也是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享有者(保护者和传承者%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要靠广大民众的实践活动%民间和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土壤和根基'发挥文化)以文化人*

的作用'依靠广大民众'才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建设富有人文底蕴的现代

城市%

新型城镇化以人文情怀的理念去建设人文城市'是保证文化传承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留住乡愁的重要前

提%人文城市体现了人们对城市的人文要求与文化衡量'非物质文化的渗透和浸润'是名副其实的高品位人

文城市的软实力%以文化资源保护(文化心态涵养(文化价值建设(文化素质提升为重点'有助于培养一大批

适应城市生存环境(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真正的城市人*%而新型(高素质(认同感的城市人才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能否传承'以及更好保护和传承的关键力量%

#'"'!

!

城市新遗产

新城市遗产是指伴随着中国城镇化过程产生(之后仍然存在的有形的与无形的影响物%在城镇建设中'

公众心理和意志的提升'传承下来的文化底蕴(人文关怀(团队精神(志愿精神(民众参与(市民意识(城市认

同等知识能力遗产'道德(精神面貌(思想意识的更新'市民精神的传播等%中国式的)人文城市*类型'在不

断地吸纳)他者*的新文化元素的过程中'在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砥砺中'逐渐成形并完善'最终形成了中

国自身特色鲜明的城市人文故事和人文风貌'而卓然呈现于世界%建设中国的学习型人文城市'从而面向世

界'形成中国特色的人文城市文化新遗产%

$

!

结
!

语

城镇是文化遗产得以存在的空间'大量物质文化遗产遍布其中'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弥漫其内%在)人

文城市*的建设中'充分发挥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印痕学习作用'在中国新型城镇化中'不但要

留下有形城镇化遗产!城市设施(城市景观"'还要形成城镇形象遗产(市民意识(人文精神等无形新型城镇化

遗产%有形城镇遗产和无形城镇遗产是不可绝对分割的'利用印痕学习作用'前者呈现后者'后者推动前者'

在新的前行中'在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中'吸收有更多来自)他者*的鲜活元素加入%这是解读人文城市理念中

国化实践的一个关键'也是实现中国新城镇化的人文城市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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