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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试图全面论述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回顾历史，总结历史文化遗产及特
征，阐述相关的保护政策、规划及方法，介绍有代表性的实践工程，以达成以下之目的
：
  （1）通过了解北京、首尔、东京的城市形成和变迁过程，拥有及利用历史文化遗产
情况，再现三个历史城市各自拥有的城市主要特征；
  （2）比较北京、首尔、东京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及加强城市竞争力采取的政策、
规划、制度及主要实例，探寻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特点和不同之处；
  （3）寻找给北京的启迪，总结北京应借鉴与学习的内容。
  全书分五章，重点针对北京、首尔、东京三个东北亚首都城市的历史发展、遗产特征
、保护政策、保护案例进行研究，真实展示当今三个城市对自身历史遗产保护的思考和
行动。其中北京部分的研究，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首尔部分的研究，由
首尔市政开发研究院的东北亚城市研究中心负责；东京部分的研究由首尔市政开发研究
院委托东京大学可持续城市再生中心完成。三个城市长期负责和参与历史遗产保护工作
的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参加了该项研究工作。
  在北京、首尔、东京各自完成了独立研究后，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首尔市
政开发研究院开展了共同研究，总结三个城市的特征，比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并
各自总结了对自己城市的启示。
本书试图全面论述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回顾历史，总结历史文化遗产及特
征，阐述相关的保护政策、规划及方法，介绍有代表性的实践工程，以达成以下之目的
：  （1）通过了解北京、首尔、东京的城市形成和变迁过程，拥有及利用历史文化遗
产情况，再现三个历史城市各自拥有的城市主要特征；  （2）比较北京、首尔、东京
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及加强城市竞争力采取的政策、规划、制度及主要实例，探寻各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特点和不同之处； 
（3）寻找给北京的启迪，总结北京应借鉴与学习的内容。  全书分五章，重点针对北
京、首尔、东京三个东北亚首都城市的历史发展、遗产特征、保护政策、保护案例进行
研究，真实展示当今三个城市对自身历史遗产保护的思考和行动。其中北京部分的研究
，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首尔部分的研究，由首尔市政开发研究院的东北
亚城市研究中心负责；东京部分的研究由首尔市政开发研究院委托东京大学可持续城市
再生中心完成。三个城市长期负责和参与历史遗产保护工作的著名专家、学者、教授，
参加了该项研究工作。  在北京、首尔、东京各自完成了独立研究后，由北京市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和首尔市政开发研究院开展了共同研究，总结三个城市的特征，比较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并各自总结了对自己城市的启示。  由于没有采取单一研究单位对
三个城市进行统一比较的研究方式，各研究小组完成的研究报告在研究体系、侧重点、
内容形式、名词使用等方面出现了相当的差异。然而，最终的研究报告仍尽可能将各城
市的研究结果“原样集中”，既是尊重其“多样性”，也是力图原汁原味地展现各城市
研究人员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式。就像三个城市拥有许多共性，但又各自不同一样
，这种差异也是研究取得的成果之一。鉴于此，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各城市研究人员
的本意，本书在出版时也未对原文进行大的修改。学术研究了无止境，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的热点问题更是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希望本书能够引起相关人士对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的兴趣和思考，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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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北京的城市变迁
一、城市起源与建都之前
  据文献考证，北京地区曾是炎黄祖先的发祥地之一、早在50万年前，北京周口店地区
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汉族和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都曾在此地区繁衍生息
。在奴隶制社会和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游牧、狩猎部族和农耕民族基于生存需
要或战略的南进北移，形成历史上多次的冲突和征战，也促成了该地区民族文化的融合
、形成多民族、多地域文化兼收并蓄的文化景观。
（一）建城年代及地点
  根据古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夏商时期北京地区有古燕、古蓟、孤竹、肃慎、山戎等
奴隶制聚落存在、在部族战争中掌握了筑“城”御敌技术，已有城邑雏形，但不具备完
整的城市功能、也达不到应有规模。根据“城”的学术概念和史籍记载、学术界的普遍
共识是、西周建国后由周武王始封的燕、蓟两个诸侯国营建的都城应是北京地区最早出
现的城市，建城时间始于公元前1045年。
  燕城遗址位于现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的洄城、刘李店、董家林一带。古城遗址东西长
830m、南北宽600m，城墙厚4m，均用土筑成，并分为主城墙、内附墙和护城坡三部分
，墙外还有沟池环绕。蓟城位置尚无定论，可能在现北京旧城西南宣武区一带。
（二）早期城址变迁
  嗣后，由于水患、战争和交通等因素，燕都在琉璃河城址未能延续，而蓟城一带则成
为自秦灭燕以后城址所在。公元前226年、秦始皇灭燕、设广阳郡治，在燕长城基础上筑
万里长城、并修筑咸阳至北京并向东经遵化、山海关至辽东半岛、向东北经古北口通承
德，向西北经居庸关至怀来、宣化的4条驰道，构成了北京地区对外交通基础，一直沿用
到后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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