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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若薇

)遗产廊道*在)线性文化景观*之上'是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更是区域相对优势结构性组

合(集约式发展的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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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保育生态与延续文化

自然生长与人类发展在地球资源日益削减的过程中必然存在博弈与平衡%人类文明的继承与进化依存

于大自然赐予的禀赋和挑战%在区域层级上环境与人文和谐均衡(共生发展'以保护性发展反哺区域经济活

力缺失'是区域性保护战略的根本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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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遗产保护与文明再生

在遗产及其文明随历史推衍逐渐消亡的过程中'若不进行干预'祖先的智慧(古代历史文明曾经存在的

证明将因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社会发展等因素被湮没%吸取古代文明(历史智慧的精华并通过现代科技转

化为现代文明迈向未来的助力'使遗产精髓得以历久弥新'承继古文明的基础上再生人类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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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保护优先与发展形制

保护与发展并举'历史与时代共存是实施建立遗产区域的重要原则%保护的目的在于对历史遗存进行

整合再利用'为区域发展创造超越当代的跨时代契机'同时'为区域开发树立理性边界'使区域内的人类活动

及社会延展不对历史及自然生态产生不可逆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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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线性景观与精神索引

遗产廊道(文化线路等线性保护区域的建立在设置有形空间场域的同时'为人类建立以生态多样性为内

核(或以历史进程为轴线(或以文化融合为轴芯(或以建筑形态为标志的超越空间(跨越时间的精神索引%

)索引*的建立有助于人们对其发现(理解(认同'并因此产生)当家作主*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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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国家标准与在地规划

保护区域的设立标准无疑是保护区域建立和存在的基础'为保证保护区域建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国家

层面的支持及行业层面的专业化保障是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针对区域特点(文化特质(管理机制等因素

制定保护区域的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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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政策先行与社会参与

跨辖区的遗产和文化区域保护所需要的支持来自社会各方'包括政府(学术(行业(企业(居民等%以政策为

导向的全社会参与'建立保护区域独有的地方归属感和自豪感'是实现保护及发展目标的重要驱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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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优势整合与管理集约

策略被解释为)可以实现目标的方案集合*%廊道及文化保护区域需要制定完备和有效的策略系统'整

合内外部综合资源(建立时间和空间机制(发掘边际价值'建立具有稳定性(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性的保护

和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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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数!气候变化与社会变迁

事物的存在(延续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应因不同变数的出现产生变化%气候变化与社会发展是廊道及文

化保护区域无法回避的两大变数%变数的出现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机遇'如何将挑战转变成契机'从系

统的视角观察其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从而以个别的机遇撬动系统性资源'是值得思考的变数应用机制%

!编辑
!

王维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