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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旧中国过去的两百年'是传统农业文明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冲击的两百年'国疲民颓'创痛多有'斑斑伤痕

犹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正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仅仅六十余年'便从满目疮

痍(一穷二白的内战废墟中'完成了西方国家一百多年的现代工业化国家进程'跻身于全球工业大国和强国%

然而'快速发展的副作用亦开始显现'环境恶化与资源耗损使得国家意识到倡导和践行)两型社会*的迫

在眉睫%于此同时'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也已经让
+,#!

年的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
C,Y

'当今中国的经验是史

无前例的'其城市建设的巨大增量超越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个国家'自然而然'其所面对的困难和问

题也是史无前例的%在
QW\

的持续增长中'产业结构调整(减少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深化改革等等发展中

的问题浮出水面00应当有此认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所有的历史经验在今天的中国发展速度前都

显得苍白无助'机遇与挑战同在'成就与问题并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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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遗产

高速增长的
QW\

'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同样衍生了许多城市病%城市数量的增长掩盖不了质量的缺失'

千城一面诟病已久'由此的应激反应却诞生了不少过犹不及的非理性设计'纷乱的城市发展表象下'缺位的

是被社会共识的理性规划'以及急功近利所带来的对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科技这五大价值维度的利弊权

衡'并非危言耸听'困境与危机是这种城市发展现状的写照%新遗产城市'便是基于此背景应运而生的方向

性探索%

从利用自然'融于自然的菲律宾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和阿曼阿夫拉贾灌溉体系,从哥伦比亚咖啡聚落文

化景观到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从美国巴尔的摩国家遗产区域到日本纪伊山胜地和朝圣路线,从巴西利亚的未

来型城市规划到与历史对话的特拉维夫00这些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和文化系统'为我们提供了有

益的参照%历史写在纸上'未来却在我们手上'珍贵所珍贵的'传承该传承的'这一代人应该创造属于我们这

个时代的遗产'中国'自应为这个世界提供具有中国城镇化样式的当代范本%

从遗产传承到遗产创造'当仁不让'这便是本辑新遗产城市主题提出的天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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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问题

老子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是人类理想社会形态的终极表述'新遗产城市的目标也不外

如是%只不过时代洪流滚滚向前'我们新遗产城市需要解决的困境与问题也与日俱增%新遗产城市方向能

行多久并非我们重要的考虑选项'先走出这一步'这才是我们的优先选项%兹摘录#新遗产城镇课题
!,,

$中

的如下问题'作为问路我们新遗产城市的初投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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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城镇空间的宜人性1

+

"如何衡量公共艺术品质与城镇识别性的关联性和附加价值1

!

"如何设计新城镇公共艺术体系的规划(设计与评价决策机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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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民间艺术群落纳入城镇公共艺术决策程序1

C

"如何遴选和评估具有地方传统特色的文化基质1

.

"如何传承和保护多民族多元化多样性的村社文化传统1

"

"如何制定和设计具有现代性的原创文化基质1

D

"如何融合传统产业类型'建立新型城镇产业模型和共生机制1

?

"如何将家庭服务等非传统产业要素与新城镇发展进行制度性融合1

#,

"如何建立历久弥新的城镇街区公园体系1

##

"如何寻求工业遗存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平衡1

#+

"如何在现代建筑风貌上延伸传统基质1

#!

"城镇化建设中'如何控制和把握价值弹性1 价值弹性与永续发展如何平衡1

#-

"如何寻找遗产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平衡1

#C

"如何定义城镇的活态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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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计可传承的评价依据1

#"

"活态遗产文化链结构的生命力审视1

#D

"遗产公园对智慧山水的创建的帮助与阻碍1

#?

"于巫术系统而言'我们是干预者还是旁观者1

+,

"基于巫文化的内涵与形式的创新载体1

+#

"可持续发展城镇的核心竞争力中文化价值权重若何1

++

"遗产级别山地农业的原生态维护与开发性保护1

+!

"统计学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准体系1

+-

"非遗话题&寻找与发掘
$(

创生与再造1

+C

"非遗的文化性在城镇化中的显性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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