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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单霁翔，1954年7月出生，1980—1984年赴日本留学，从事关于历史性城市保护规划研究。回国后历任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房山区区委书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
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为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
计专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获工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兼职教授、博士生
导师。2005年3月，获美国规划协会“规划事业杰出人物奖”。出版《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
《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
护与城市文化建设》、《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等多部专著，并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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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2009年 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加快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就灾后文化
遗产保护问题答本报记者问 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守护城市文脉——访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要重视城
市文化建设 制定完善规划确保具体实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公布施行一周年谈 
走进博物馆的人还是太少了——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会见中日记者侧记 文化遗产保护是全体民众的
共同事业——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三坊七巷将成为推动海西发展的积极力量——访国家文物局局长
单霁翔 文化遗产法制建设取得新成果《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实施——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答记者问 “希望就在不久的将来！”——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大遗址保护浪潮
席卷中国——单霁翔谈我国大遗址保护 单霁翔局长就中国流失海外文物回归答记者问 挖掘与展示中
国古代发明创造——访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加强文物行政执法机构建设，切实履行保护文物法定职
责——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出台《关于加强文物行政执法机构建设的通
知》答记者问 2010年 从“遗产大国”向“遗产强国”迈进——访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国家文物局
局长单霁翔委员：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保人才培养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建议：北京二环内整合成中
央行政区 保护文化遗产加强文化建设提升国家软实力——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谈文
化遗产保护热点话题 单霁翔委员：博物馆应设立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8家博物馆列为中央地方重点建设
名单，此外4处考古遗址公园正在筹建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指出：中国政府不会购
买非法盗掘走私出境的中国文物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谈北京历史城区保护：将二环内整合成中央行
政区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立法明确国有民办博物馆法律地位平等 国家文物局局
长单霁翔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说——无锡是文化景观保护的先行者 保护，面临四个挑战——卑霁翔谈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现状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表示：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不应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 
区域创新联盟：立足地区服务全国放眼世界——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谈文化 遗产保护科技区域创新
联盟建设 用自己眼光审视文化遗产保护——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及读书写作 
好思想要传播出去 提升全民保护意识创造公众参与平台——访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单霁翔：文化
遗产有尊严城市才会更美好 工业遗产让城市生活更美好——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单霁翔：文遗保护警惕“规划破坏” 国家文物局
局长单霁翔表示大运河文化遗产面临严重威胁 单霁翔：给历史以尊重，给文化遗产以尊重 把尊严还
给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做客本报“文化论坛” 文物局发函制止千年粮仓强拆 保护文
化遗产建设迷人城乡——访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大拆大建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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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单霁翔：给历史以尊重，给文化遗产以尊重 金磊《2007—2009中国建筑设计年度报
告》2010年7月版 单霁翔早年留学日本，后来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专业，他是著名建筑
学家、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的博士。他经历丰富，曾经长期致力于历史性城市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
划研究，积极倡导并实施在城市化加速进程条件下的各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动乡土建筑、文化景
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保护新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他奔走于各个城市宣传文化遗产的尊严，强调人
民群众享受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权利，并创造性地提出和推动了“考古遗址公园”模式协调处理城市
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他说：“城市建设，应注意给历史以尊重，给文化遗产以尊重。” 文化
遗产保护不是建筑创新的羁绊 作为有着建筑和规划背景的文物工作管理者，单霁翔不仅从建筑的角度
来解读文化遗产保护的得失，也能够以文化保护者的身份来看待城市建设的利弊。在当今建筑界，一
些建筑师把文化遗产当做建筑创新的羁绊，片面强调个人设计风格，忽略周围历史文化环境特征。虽
然一些城市的管理者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找来找去就是那几个国际知名设计公
司、那几个著名设计师，结果各个城市千城一面的状况更加严重。如何解决这一现象？单霁翔认为最
根本的是要挖掘自己城市的文化内涵，突出文化特色，展示自己的文化底蕴。他举例说，西安的古城
墙，扬州的山水园林，杭州的“三面云山”，北京的“两轴两线”都成功展示出了自己的城市特色。 
他说，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文化遗产内涵与外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过去谈到的文物保护，人
们第一反应多限于宫殿、寺庙、石窟寺等单体古建筑，现在已扩展到乡土建筑、民族村寨、工业遗产
、20世纪遗产等。保护手段也由对单一建筑的维修养护上升到对整体环境的保护。建筑设计师从中应
该能得到很好的启发、有助于产生灵感。比如，建筑师在大运河上设计建筑和桥梁时就应该考虑到其
厚重的历史背景和环境；再比如，北京、上海、沈阳的一些老工业厂房正是作为一种工业遗产保留后
，其所蕴涵的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孕育形成了新的文化产业园区。总之，建筑师只有尊重民
族传统、地方特色，并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其设计成果才能摆脱“千楼一面”、“千城一面”的困局
，成为有鲜明个性的时代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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