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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话题 /

今年 ! 月巨星成龙在微博上声称将其

"#年前收藏的十栋徽派古建筑中的四栋捐

赠给新加坡的一所高校! 消息一出震惊了娱

乐界和艺术界! 不少人质疑成龙这一行为让

本土文物丧失" 本刊也在 $月 "%日 &"版对

这一事件进行了评论!在#成龙!你的选择没

错$一文中分析了徽派建筑的生存问题!从而

引发了市民网友们的议论%

微博网友雏诺 '()*)+说道&'那些叫嚣

本国文物被外流的人最好先想想办法在国内

如何保存它们!再去指责别人"不想我们的下

一代看到的都是混凝土的高楼大厦(()同

济大学教授* 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也曾提

到&+古建筑与一般的古玩文物是有明显区别

的!它不是简单的器物!不能被束之高阁地收

藏%现在有些人购买了老房子后!拆散开来堆

放在仓库里!那是要霉烂腐朽的, 所以!收藏

古建筑的概念不能混淆了! 一定要搞清楚的

是!古建筑在使用过程中!与人发生关系!与

所在的地域文化发生关系!见证历史!见证传

承!才能体现它的价值%)诚然!成龙早些年曾

考虑过把这些古建筑捐给国内一些城市!但

他发现很多人都是冲着地产项目而来! 想利

用成龙的名气开发别墅区- 他甚至也考虑过

将古建筑安放在香港!并成立一个博物馆!但

舆论压力过大也作罢了% 归根到底!在这 "#

年间! 他没办法在国内为这些徽派建筑找到

一个适合它们生存*体现它们价值的+家)%

尽管成龙的捐赠是个特例! 但事件背后

所透露出的古建筑生存难问题却普遍存在!

如今中国很多地方还留存着类似的古建筑!

不是景点也没有名气! 因此也得不到政府的

重视!一个不小心就在开发中+丧命)!是留是

拆都在领导一念之间! 殊不知也许一个轻率

的决定就让一些珍贵的古建筑一夕毁灭% 也

许成龙的捐赠让人看到的是国内+失去)了珍

贵的古建筑!但回头想想!这究竟是不是真正

的+失)呢. 给古建筑换了生存环境或许并不

是最佳方案! 但是至少它们还是被这种形式

给保护*利用了起来/ 在质疑之前请先思考!

如何能让古建筑在本土更好地生存下来吧%

! ! 放眼世界，凡是让人称道的城市无一不
是个性十足的，而我们的城市虽然也越来越
现代化、越来越宜居，但却也有千城一面的
趋势，尽管城市越来越光鲜，但历史留给我
们的痕迹却越来越少。历史不是故事，无需
润色美化，只要真实即是最美。
要知道，城市的历史每时每刻都在创造

着，然而已过去的年代给后人留下的物质文
化是不可再生的，毁了就再也没有了。圆明
园就是最好的例子，!"#$ 年 !$ 月 % 日，当
时的英法联军疯狂地冲进圆明园，抢的抢，
烧的烧，将这座艺术价值颇高的人类文明瑰
宝付之一炬。这在当时的国际上就已经引起
了多方专家强烈的指责，因为即便在战争中
这样的恶意破坏都是违背了文化保护原则
的可怕行为。百年后的今天，圆明园还是以

被毁坏的模样供人参观，既是对当年那些疯
狂的匪军的无声控诉，更是以这伤痕累累的
模样给人们一种警示，这“伤疤”丑陋而真
实，却是北京不可或缺的元素，因为这里继
承了北京的荣与衰，文化不能在这里断层。

本刊在今年 & 月 ' 日 () 版中登出了
《要为城市留个“疤”》一文，得到了不少观众
的反馈，他们有些针对身边城市“伤疤”的消
失表示了担忧。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
研究专业的大二研究生钱弘非常关注城市
话题，她特意通过邮件与我们探讨了这一话
题：“对于上海而言，有时候审丑比审美更有
必要。上海是一座历史底蕴非常丰富的城
市，经历过无数动荡与辉煌，这些都被无声
地记载在城市的每一处角落，一旦毁了就
再无挽回的可能，因此要毁要拆都必须

谨慎再谨慎。”这番话也给了我们很大感触，
城市风貌的保护是全社会的责任，而城市曾
经的伤痛不该简单地被消灭，适当留一些，
反倒可以成为城市文化的见证。
要学会审丑，需要政府和老百姓有更多

勇气，因为这些“伤疤”都是城市曾经的失败
或遭受过的屈辱的象征；而城市要不断进
步，就更需要从过去的伤痛中学会成长，留
住“伤疤”也就是留下了一面明镜、一本教科
书，它们将成为我们城市不断进步的推动
力。如今，那些遗留超过一个世纪的城市“伤
痕”已然不多，希望它们不会消失。

! ! %月 "日是世界文化遗产日，本刊也在
这一天的 (!版用《文化遗产不是旅游遗产》
呼吁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不该被旅游破坏。
当时，远在欧洲的意大利米兰时尚设计艺术
学院讲师平一亮特意在邮件中热烈地响应
了这个话题。身在文化遗产丰富的意大利，
他对文物保护和旅游之间的关系深有体会：
“意大利人乃至欧洲人尽管也会对一些文化
遗产开放旅游，但其根本原则还是以保护为
先。就说意大利最著名的庞贝古迹，专家花
了超过百年的时间进行发掘，并且只开放一
部分让公众参观，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样。
无论是古迹遗留还是城市建筑体，保持它应
有的样子是关键。”

反观国内的文化遗产，大多都“疲惫”得
很，尤其是那些作为知名景点的世界遗产、
国家重点保护单位更是在节假日不断遭受
人满为患的超负荷，想到这两年一到长假故
宫游客多到人贴人就觉得可怕。作为已被申
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该有的骨气和“矜
持”不可少，如果为了开放旅游而被过度开
发改造，那么必定将失去其真正的价值和保
护的意义。

就说最常见的修复方式———修旧如旧，
乍一看似乎既能美化城市又能保持文化景
区的原貌，但真正实施起来大多数都是拆了
真的补上假的，细节处更是不能细究。对于
参观者来说无疑也是一种不负责，冲着真实

的历史原物而来，看到的却是假的，多没意
思！其实，文化遗产的保护本身并不难做，鉴
于历史的不可逆性，文化遗产也应当随着岁
月变迁顺其自然地发展，尤其是处于城市中
的那些仍然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建筑物，
并不适合“保护”与“开放”捆绑的单一化解
决方法，国外对遗址更多采用了活体保护的
方式，并且在参观人数上进行了严格的控
制，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远远高于收取高额
门票和各种大大小小的修复工作。无论是政
府的作为，还是参观者自身的参观素质都对
文物保护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我们对
待文化遗产也能效仿国外的绅士方式，那么
国内众多的文化遗产也将“活”得更好。

“世纪遗痕”
还剩多少？

活体保护比修旧更迫切

编者按：

无论是现代都市里硕果仅存
的“伤痕”，还是历史留下的文化
遗产，它们都是城市、民族文化中
不可或缺的一段历史见证，如何
保护、如何欣赏、如何让这些遗留
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的一部分，都
值得我们不断思考。本周依旧的
年终专稿，请跟我们一起再次聚
焦历史记忆该如何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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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一起( 艺术家用表现主义手法"完成了一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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