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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古迹保护：让法律留住记忆 

作者：陈子睿   发表：法制与新闻 评论(0) 打印 

  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一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然而，传统文化的载体不但被风雨侵蚀，更多的是

遭到现代文明的人为“剿灭”。如此，传承文化的口号，国人怎么可能喊得掷地有声呢？  

  北京——正在消失的古都 

  从元朝以来，北京作为首都已有800年的历史。800年的风风雨雨，在北京演绎得淋漓尽致，惊心动魄，许多

重大历史事件都在北京留下遗迹，也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和历史文化传统。这些古迹，就是承载文化基因

的物质载体。没有了这些古迹，文化将失去鲜活的生命，甚至断代。 

  然而，北京的古都风貌却在渐渐消失，特别是20世纪末期以来，多少经历了战争年代、“文革”破坏而幸存

下来的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在推土机下灰飞烟灭。 

  北京东厂胡同的经历，就是这样的一个缩影。 

  东厂胡同，北京故宫东面一墙之隔。2004年4月3日，本刊记者来到了这里。 

  东厂胡同因明朝时的特务机关“东厂”设于此而得名。当时，多少忠义志士命丧于此，又演绎了多少令人荡

气回肠的历史故事。明朝灭亡之后，东厂胡同的“东厂”就已没落不存。晚清初年，大学士瑞麟在这块地上建起

了精巧雅致的私家花园——漪园。后来，这座京城著名的经典园林几易其主、几易其名。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总统后，黎元洪出任参政院院长及副总统一职，住进了东厂胡同，昔日私家花园因而一跃

成为总统府。从此，东厂胡同成了民国初年政客官僚云集的地方，也成了史家无法回避的地方。因此，这里又被

称为“黎元洪的故居”。 

  依照王府井大街边的路牌，记者找到了东厂胡同，仔细看时，东厂胡同原来的标志牌歪斜着挂在墙上，还被

灰尘遮住了。进胡同几十米，才看到了社科院近代史所和考古研究所的大门。这里，就是东厂胡同1号黎元洪的故

居。 

  1915年，袁世凯复辟当皇帝，要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自然不敢领受，称这样做，会“生无以对革

命，死无以对先烈”。于是，有了1915年12月15日清晨的黎宅门前，黎元洪一袭便服拒受亲王爵位之事。事隔半

年，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又是在这东厂胡同的私邸内，举行了总统就职典礼。 

  1917年，黎元洪拒绝与张勋合作，从东厂胡同出走避居天津。1922年，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的总统府，再次

匆匆上任大总统之职，但很快又狼狈下野。黎元洪再次出走。 

  抗战胜利后，这里被划归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变成了鸿儒云集之地。 

  1947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住进了东厂胡同1号黎元洪故居内。当时的黎氏故居共分四路院，每一路院都

各有四进套院。最东边是花园，花园西面是黎氏家庙，再往西是黎家住宅院落，最西边是家里的花窖与仆人的住

处。胡适住在中间一座四合院内。那一路居家院落，除了住过胡适，还住过北京大学的其他教授，比如傅斯年、

范文澜等人。 

  记载着厚重历史的这处古迹一直在逐渐地消减，1977年和1978年发生的变化最大。黎宅的家庙与住宅部分在

这两年被拆除。不久，西边的花窖与仆人房也被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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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如今，旧日的黎宅只留下三五间小平房，七零八落地分散于各个角落。如果不是知情者，谁会知晓这里承

载着怎样的历史呢？ 

  不管怎样，黎元洪的故居毕竟还保留了一些残迹，而许多古迹被拆除后，连影子都找不到了，比如粤东新

馆、观音院过街楼、李鸿藻故居，以及休宁会馆、潼川会馆、中州会馆、太平会馆、衡州会馆、镇江会馆、川东

会馆、伏魔寺、松柏庵、永乐寺遗址、广和居旧址等一大批明清建筑。800年古都早已面目全非。 

  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舒乙痛心疾首地说：“我可以断言，就在我讲话的此时此刻，某些城市

中的某些文化名人故居或许正在一纸公文的裁断下，在推土机的轰鸣中轰然倒塌，变成一堆瓦砾，永远消失。” 

  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一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然而，传统文化的载体不但被风雨侵蚀，更多的是

遭到现代文明的人为“剿灭”。如此，传承文化的口号，国人怎么可能喊得掷地有声呢？ 

  “保护古迹”——有识之士发出呼声 

  2004年3月27日，晴，北京，中华世纪坛。 

  展览大厅里，中国摄影家协会和法制日报社共同主办的《王毅——中国古民居摄影展》正在此举行。在这

里，一张张古民居照片中透着的中华民族深厚绵长的历史文化底蕴扑面而来。 

  王毅，法制日报社摄影部前主任，生前曾三次蝉联中国十佳摄影记者。在繁忙的新闻采访之余，王毅抢救性

地拍摄了上百座中国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民居。这些照片中的民居，现在有些已经不复存在，有的正在遭受

着毁灭性的破坏。 

  “自然和社会的风雨剥蚀，正在令珍贵的古民居一批又一批地退出人们的视野。”“通过展览，呼唤社会保

护中国的古建筑，”“留住家园。”主办者如是说。 

  有着这种想法的，不仅仅只有王毅。还有罗哲文老先生。 

  罗哲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成员之一，目前担任着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和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

长。他见证和参与了许多文物保护的重大历史事件。 

  2004年3月29日，罗哲文先生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罗老给记者讲述了当年保护长城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国家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我国专门把八达岭到山

海关的一段长城保护起来，以免受到破坏。当时的人很自觉，人为破坏长城的比较少，当时也没有大的工程建设

项目，所以，长城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长城两边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建起了许多工

厂，有些单位竟把长城的城墙拆了，用以建设工厂。另一方面，为了开荒种田，当地老百姓也纷纷在长城两边挖

土。长城就这样遭到了破坏。对于这些破坏长城的事件，我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保护长城，留住中华

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我们就给中央写信反映。” 

  中央非常重视这件事。“不久，由李先念同志主抓这件事，中央还组成了调查组，对破坏长城的事件进行调

查，我参加了西北的调查。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当地老百姓竟然为了取土用炸药炸长城。” 

  “通过调查，中央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各地召开现场会，并发出通知禁止破坏长城的种种行为。

1984年以后，政府出资对被毁坏的长城进行修复，社会各界也纷纷捐款。1987年，长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古迹都像长城一样幸运，尽管有许多人的呐喊，一些古迹还是因为“需要”而消失

了，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罗老说：北京美术馆后街的某个院落，那是一幢非常典型并且很有价值的明朝建筑。他和几位专家看后认为

很有价值，不该拆。但那一片被某开发商买去，在周围都盖起了房子。他们找了人，甚至还告到法院。法院说那

儿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想留也无法可依。最后，在一片遗憾声中，官司“输了”，地皮“卖了”，明朝建筑“拆

了”。 

  罗老说的“北京美术馆后街的某个院落”指的是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这一座看似普普通通、貌不惊人的四

合院，是距今已有500余年的明朝建筑，被专家认为具有巨大的建筑、文物价值。 



  1950年，这所四合院被赵紫宸购买。赵紫宸是著名爱国主义者、我国现代基督教著名领袖，曾长期担任燕京

大学神学院院长，是新中国第一届政协委员。这里还居住过赵紫宸之女赵萝蕤。赵萝蕤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和比较

文学家，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过巨大贡献。 

  1998年，北京平安大街拓宽，经多位专家、学者联名呼吁，该院才没有被拆除。专家们曾设想将此四合院开

辟成一个举世无双的家庭博物馆。为此，中国最权威的文物、文化专家侯仁之、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舒乙

等人多次联名呼吁，保护赵氏故居。 

  当开发商坚持要拆除该四合院时，赵紫宸先生之子、两航起义的功臣赵景心和夫人黄哲，大无畏地奋起抗

争，坚守这座古老四合院。 

  赵景心说：“作为中国人，我有责任保护祖宗留下来的古都，良心不允许我为了几百万元钱出卖这个小

院。”为了保住四合院，他们还把北京市东城区文物局、房管局告上法庭，展开了一场长达2年的诉讼。 

  2000年1月10日，国家文物局专函指出：“应该充分尊重专家意见，对22号院的价值进行认真确认，在此之前

不要拆除。” 

  北京市委领导也指示，“要尊重专家意见”。 

  接着，京城中许多专家、学者、学生、记者，闻讯而来的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自发加入到这场民间的

“保卫战”之中，强烈表达了留住该院的民心民意。 

  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2000年10月26日，在经过长达两年之久的抗争和诉讼之后，这所四合院终于在

众目睽睽之下被推土机夷为平地。 

  与历史共存——法律应该有所作为 

  为什么历史古迹竟然这样轻易被破坏呢？ 

  罗老对本刊记者说，缺少法律保护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如果北京市美术馆后街22号院是法律明文规定的

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就能依法予以保护。 

  具体如何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呢？罗老说，“首先，相关单位应该组织人力进行调查，将国家应该保护的历史

古迹调查清楚，然后，对这些历史古迹进行评定分级，够保护级别的保护起来，由各级文物保护部门进行保护，

不够级别的作相应的处理，对破坏历史古迹的人，要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其次，将需要保护的历史古迹纳入城市规划之中，在进行建设时，要考虑历史古迹的保护，不许破坏。 

  “第三，对于历史古迹的保护，要指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就如何保护、维修、利用、开发作出相

应的规定，使历史古迹的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久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历史古迹保护，应该以立法或者相关法律的修改为契机，进

行法律上的变革，厘清各种古迹的所有权，完善相应的历史古迹登记制度，赋予政府保护历史古迹的法律职责，

为历史古迹的保护提供法律空间。” 

  历史古迹的保护，法律不能缺位。 

  其实，法律的相应变革一直在有序地进行着。 

  2003年12月23日，苏州市在全国率先出台了《苏州市城市紫线管理办法(试行)》，根据该办法，苏州市在编

制城市规划时，应当划定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紫线。 

  苏州市的城市紫线保护范围包括：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控制保护建筑的保护范围

和风貌协调保护区；古构筑物的保护范围，包括古桥梁、古牌坊、古砖刻门楼、古井和古城墙遗址等；历史街

区、历史文化名镇及古镇、古村落的保护范围；已探明的能体现城市发展脉络、文物遗存丰富的地下文物埋藏

区。 



  接着，2004年2月1日，建设部公布的《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开始实施，该办法要求划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

的历史文化街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界线。 

  对此，罗老说：“划定紫线有好处，相当于向破坏性开发亮起'红灯'。而历史文化的'红灯'跟交通的红灯还

不一样，它不是不能动，而是定下一个暂时不要破坏的范围，为研究、保护与规划留下时间与空间。” 

  罗老还认为，目前历史古迹保护不尽如人意的症结还是在立法上。即使建设部出台了《城市紫线管理办

法》，但它毕竟不是国家立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应该上升到国家立法层面。 

  此前，在2000年3月10日，我国第一个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议案上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案中写道：“这

些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古建筑一旦惨遭摧毁，就永远不能再生，即使按照原样重建，也丧失其历史价值和信

息。” 

  沉寂了4年之后，前不久，在北京市的政府网站上，出现了一则鼓舞人心的消息：北京市将立法保护历史文化

名城。 

  网上公布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这一《草案》规定，在旧城保护规划范围内进行改造、

建设和修缮活动，不得破坏旧城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棋盘式街巷胡同格局。规划、建设主要城市道路，应当避让

历史文化保护区、不可移动文物和保护类建筑。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旧城内进行建设，不得超过保护规划规定的建

筑高度等。 

  北京市政府的行为不是孤独的。此前，杭州市政府公布《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向房产开发商发出

通告：在老城区如遇有50年以上的老房子必须好好保护，否则将以违法论处。 

  刻不容缓——留住传统文化的根 

  文化是民族精神延续的基因，历史古迹又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一旦破坏即无从恢复，其所承载的文化也必然

受到破坏，从而影响文化的继承。 

  1950年，我国著名的建筑史专家梁思成曾提出过一个保护北京的计划：北京所有的旧建筑一律不拆，这包括

围绕着北京的旧城墙；城墙上面开辟为人民公园，供游人赏玩；严格保护紫禁城；北京不宜建大型工业；在北京

的西北部另建新城，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与金融的中心，作为政府的所在地。 

  遗憾的是，这个计划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对北京城大规模的拆建不久后就开始了。不到一年的时

间，屹立了几百年象征着古老文化的北京城墙消失得无影无踪。绝大多数具有文物价值的门楼和牌坊也不见了。 

  为此，梁思成哭泣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大师已经故去，但令他哭泣的情景仍在不断出现。可见，尽快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法》，依法保护这些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确实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相关法律条文： 

  我国宪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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