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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东将历史文化保护工
作纳入省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任务
和省十件民生实事任务，大力推动历
史建筑修缮利用，支持各市县将历史
建筑保下来、维护好、利用好，更好
适应现代生活生产功能的需要。

各地在历史文化建筑活化利用方
面积极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借鉴、可
学习、可推广的经典成功案例。其
中，有英德市将县政府办公楼旧址活
化为县史院史陈列馆，佛山市碧江振
响楼旧址活化为爱国主义展览馆和教
育基地等把公有产权或集体产权的历
史建筑修缮活化为历史文化展示、青
少年实践教育基地的成功实践；也有
信宜市将八角楼改造成为镇隆镇文化
站等进一步赋予历史建筑地方文化交
流功能的实践探索。

私有产权历史建筑如何发挥其历
史文化特点，做到“古为今用”？中山
星聚里 15 和 17 号民居将破旧历史建筑
经修缮后被用作具有城市特色的摄影
工作室，广州沙湾古镇农荫堂从传统
民居活化为特色民宿等活化案例在南
粤大地也如同星星点火，遍地开花。

| 众筹 |
多方力量共同为历史文化保

护“接力”

广东不仅是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

重视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更重要的是
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历史文
化保护，形成了共同“关心历史文
化、保护历史文化、传承历史文化”
的社会氛围。

前不久，广东在全国率先组织开
展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评选工作，以此激励在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集
体和个人。这是广东在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上的一次尝试，也是一次突破。
此 次 全 省 共 评 选 出 39 个 先 进 集 体 、
75 名 先 进 个 人 。 这 些 先 进 个 人 中 ，
既有大学教授，也有退休的农村老
支书。黄金棠是广州增城瓜岭村党
支 部 原 书 记 ， 在 任 职 期 间 和 退 休
后，他一直致力于瓜岭村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工作。瓜岭村玉虚宫始建
于 清 朝 乾 隆 年 间 ， 随 着 经 济 发 展 ，
村 民 动 了 拆 除 老 房 改 建 新 房 的 念
头，黄金棠听到消息后，立即与村
干部商量阻止，在他的劝说下，村
民从此打消了拆祠的念头。黄金棠
不但努力保护好村里的古建筑，一
次又一次化解了文物古迹被拆的危
机，并且每年组织村民对村集体祠
堂进行白蚁防治，对 2 间碉楼进行防
锈、吊桥防腐等保养维护。黄金棠
为瓜岭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作出了
重要贡献。此次，他也被评为广东省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先进个人。

志愿者是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力
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在历史文化保
护工作中充分发挥志愿者的积极作
用，通过委托省三师 （规划师、建筑
师、工程师） 专业志愿者协会 （以下
简称三师协会），由华南理工大学、深
圳大学专家组建团队协助，采取“专
家指导+志愿服务”模式，对全省历
史文化保护对象开展对口指导和全覆
盖巡查。

“现在，我不仅知道这些历史建
筑的具体位置，还对这些建筑承载的
历史有了一定了解。抬头仰望这一座
座饱经沧桑的历史建筑，我仿佛看到
了老一辈为生活奔波的场景。我很庆
幸自己能够参与巡查活动，为家乡历
史文化保护与传承助力。”这是广州大
学学生陈志慧在参加三师协会组织的
历史文化保护巡查评估志愿活动后写
下的感想。

目前，广东已组织700 余名专业志
愿者完成第一轮 23 座历史文化名城、
24 个历史文化名镇、67 个历史文化名
村、104 处历史文化街区以及 3917 处
历史建筑巡查工作，取得积极效果。

| 科技赋能 |
推动历史文化保护跨入“数字时代”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是守护好“老
物件”“旧东西”。在互联网时代，广

东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显得更与时俱
进，焕发新生。

记者了解到，广东注重实体保护
与数字化保护相结合，在深入开展
历史文化资源挖掘的同时，也积极
推动资源的数字化信息采集和平台
建设。目前广东已建立全省历史建
筑数据采集及展示平台，实现历史
建筑“掌上游”。同时，通过对历史
建筑进行数据化保存，在历史建筑
老化或受到自然灾害时，可以使用
原保存数据，以“修旧如旧”的方
式使历史建筑得以修缮保存。

此 外 ， 历 史 建 筑 还 可 以 在 元 宇
宙中保留下来。此前，广州就曾携
手互联网游戏推出 《广州历史建筑
科普闯关》，高精度还原第一次全国
劳动大会旧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会址、黄埔军校旧址
等历史建筑，让玩家通过科普知识
问 答 、 互 动 打 卡 、 趣 味 闯 关 等 方
式，在游戏中潜移默化地学习历史
建筑背后蕴含的红色历史、红色文
化。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有利于民族
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有利于推动
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当下，广东正
采取多种举措，凝聚多方力量，共同推
进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广东的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工作正在迎来“黄金新时
代”。

潘安，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历
任广州市规划局局长、广州市政府副
秘书长，现为住建部科技委秘书长、
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会长。

潘安专注于历史建筑与文化保护
传承工作，今年入选了首批广东省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先进个人。他是
广州本地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历史
文化保护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在
保护传承制度的构建、执行、完善、
普及，重大历史文化街区项目的策
划、实践、纠偏，以及深化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理论研究和建设，持续培育
和扶持生力军等多方面，开创先河，
建树卓著，成果丰硕。

历史文化遗产要“用起来”

1991 年，潘安进入华南理工大学
进修建筑历史与理论，从此开始与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结缘。1994 年，
博士毕业后的潘安进入广州市规划
局，从事历史文化保护相关的工作。
彼时，广州市正在编制城市整体规
划，其中有涉及历史文化保护的板
块，潘安以此为契机，并将广州的骑
楼作为切入点，开始了对广州历史文
化的深入研究。

从 1920 年 开 始 ， 骑 楼 在 广 州 兴
起；一段时期，骑楼受到质疑，广州
开始控制骑楼建设；20 世纪 70、80 年
代开始，城市建设发展活跃，大量的
骑楼被征拆；近年来，许多骑楼街区
被保护了起来……从骑楼在广州波澜
起伏的发展变迁中，潘安洞见了广州
这座城市充满活力的发展状态和务实
的规划理念，在他看来，对于历史文
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同样要注重“务
实”和“活力”，即接受历史文化遗产
在岁月流逝中的自然损失，也要防止

历史文化遗产遭受人为的破坏，并要
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将其活
化利用起来，而不是将其装入“保温
杯”。“‘用’其实是很关键的。”潘安
说道，历史文化遗产只有用了才能保
护好，不用是肯定不能保护的，比如
秦朝时修建的马路，即现存的秦直道
以及都江堰等，正是因为“用”了起
来才保留至今。

潘安认为，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
文化脉络，在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过程中，不能将别的地方
的东西照搬照套地挪用到本地，但也
不能太过拘谨，一丝不苟地把历史文

化遗产做成“标本”，忘了兼容并蓄。
潘安告诉记者：“我们可以适当借用外
地的一些手法，广州的民居有一个民
间说法叫‘苏州样，广州匠’，我们只
是把苏州的样式搬过来，让广州人来
做，这样仍能体现出广州的特色。再
者，看似巴黎圣母院风格的广州石室
圣心大教堂，其实是潮州人做的，其
中蕴含了很多潮式建筑的手法。”

活化利用要找到“月亮”和“星星”

那么，在城乡规划领域，如何才
能让历史文化遗产真正地活化利用起

来？潘安认为，这其中需要有“星
星”和“月亮”的搭配。

所谓“月亮”和“星星”，即一个
能够引人注目的重大项目和多个散落
在重大项目周边吸引人气的其他项
目。二者相互辉映，吸聚人流，实现
片区的活化。潘安以其直接指导的永
庆坊和粤剧博物馆项目为例，粤剧博
物馆便是“月亮”，永庆坊、恩宁路等
便是“月亮”周边的“星星”，“粤剧
博物馆和永庆坊搭配起来，体现出了
超越粤剧博物馆本身的价值，从吸引
人气、文化凝聚等方方面面都起到作
用。”潘安说道。

而 当 “ 月 亮 ” 和 “ 星 星 ” 都 具
备、街区逐渐活化的时候，建筑管控
也要及时到位，周边不能兴建高楼大
厦。潘安介绍，当建筑的价值一旦上
升，居民或商家很可能就会考虑继续
加盖，这样便破坏了建筑的历史文化
价值和街区的风貌，因此，一定要做
好建筑的管控。

保护传承工作关键核心在于投入

潘安认为，如今我省的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技术水平与国际水平相差不
大，我省各地市的历史文化保护工作
也大都表现优秀，但经济发展对历史
文化遗产仍存在很大的破坏力。因
此，加大投入是我省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工作最关键且核心的手段。

如今，年近 70 的潘安对我省的历
史文化保护领域仍保持高度的工作热
情。他希望，能在自己剩下的从业生
涯中，把广州这座两千多年的岭南文
化名城的历史文脉再进行提炼总结，
同时，继续对岭南文化统筹下的广东
三大文化板块——广府文化、潮汕文
化、客家文化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

广东建设报记者 唐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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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安直
接指导的项
目——粤剧
博物馆

杨榆洁 摄

住建部科技委秘书长、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会长潘安：

历史文化遗产“用起来”才能“保护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