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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文物保護法頒布30周年和修訂實施10周年，全國人大早前赴各地開展文

物保護法執法檢查活動，而廣州市亦於今年4月宣佈將對市內歷史建築的家底

進行一次大普查，並將立法保護歷史建築。雖然這一步姍姍來遲，但仍讓人們

欣喜；不過，諷刺的是，消息宣佈還不到一個月，位於廣州詩書路妙高台的四

棟民國小洋樓被拆，這些薛覺先、鄧光榮等昔日伶王影星的故居，現已面目全

非。這讓人們不得不問，廣州留下的那些已經為數不多的古建築們，他們還等

不等得到春天的來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顧一丹、古寧　廣州報道

廣州大學嶺南建築研究
所所長湯國華（見圖）表
示，發展城市與保育建築
並不衝突，從規劃理念上
完全可以避免。例如一德
路為修建地鐵而拆除的古
建築，其實建地鐵完全不

需要全部拆除古建築，只需拆除一點。又如以
往中山六路、七路全部拆除擴建，其實市區並
不一定需要這麼寬的馬路，可以通過控制車流
和合理的規劃措施來達到目的。
「如今廣州剩下的歷史建築不到整體建築的

1%，而保護得好的則不到千分之一。」湯國
華表示，廣州亟待全面調查現存的歷史建築，
看有哪些可以定位文物，哪些可以定位歷史建
築。成片的歷史建築急需保護，而即便不成

片，單個的歷史建築也有保育價值，例如可以
建成市民活動中心等等。拆，只是一個辦法，
而留，則可以有多種手段。

賦予老建築新生命
在他看來，廣州保育良好的歷史建築屈指

可數，「歷史建築的保育是保持其風貌，將
內部改善或改造以適應現代生活。在這方
面，北京路的中華書局舊址是做的比較好
的。它並不是文物，在保護外立面的情況下
將內部的樓梯保留，其他則進行裝飾翻新，
加裝電梯，又延續了賣書的功能，是不錯的
保育案例」。而如廣州太古倉，其改造成為倉
庫沒有問題，但是牌子則掛錯，太古倉為登
記文物，但是按照現在的改動情況，則不符
合文物保護標準。

摩天樓吞噬老古巷
學者：絕對可避免

在黑龍江、吉林，一些歷史建築會掛
上兩個牌子：「文保單位」、「歷史建
築」。後一個牌子表示的是，在不破壞
其外立面和主體結構的情況下，這些建
築內部可以翻新改造，賦予他們都市功
能。而在廣州，年僅30年的白天鵝賓館
被掛上「文物牌」，這在湯國華眼中，
是明顯的概念混淆，「文物是不可以再
動的，而白天鵝明顯會裝潢翻新，應掛
牌歷史建築，而不是文物。文物是必須
保護的，而對於歷史建築則是保育。」
概念釐不清，從側面反映了廣州在

這方面的落後。2001年，廣州名城辦
公佈了第一批歷史文化保護街，原本

還應當有第二批、第三批⋯⋯但因為
後來名城辦移交文化局，而文化局不
具備此項行政職能而中斷。2004年開
始，全國登記優秀歷史建築，廣州市
因為沒有相關機構，因此沒有做這項
工作，廣州市的歷史建築於是成了沒
娘的孩子。直到政府將保護歷史建築
功能移交到規劃局，才在今年有了新
消息，而廣州這項工作已經比其他城
市落後8-12年。在落後的這些年裡，廣
州被拆除的建築們數不勝數，包括如
雷貫耳的西關大屋，遭到整體拆除的
六二三路，還有帶河路、中山路騎樓
街、泰康路內街等等大批珍貴建築。

千已批項目 分三類處理

文化要傳承 需體制保護

在廣州歷史文化街區保護範圍內至少
有1000多個已批未建的開發項目。廣州
規劃局副局長葉浩軍也認為，這些項目
的實施肯定會對歷史文化保護有影響，
甚至需要拆掉部分歷史建築。據稱，這
些項目是上世紀80年代左右批准的地產
開發項目，這還只是目前梳理到的，以
後這個數字可能還會增加。
葉浩軍指，現在有一個總的處理原

則，將它們大致分成三類，有一些項目

是完全不該建的，建了會對歷史文化街
區產生嚴重破壞，政府會爭取把地收
回，比如大元帥府後面那塊地，以前地
產商萬科買了，現在政府確定要把它收
回來。有一些是只能建一部分的，也有
一部分是完全讓開發商按照原批覆的規
劃建設的。「對於這些項目，政府很難
直接下一個行政命令，把以前批出去的
土地開發項目都收回來。但是會踩煞
車，會盡量在開發中保護歷史建築」。

穗相關部門組織的相關專家研討會
上，包括唐凱、何鏡堂、麥英豪、王景
慧、阮儀三等十多名國內歷史文化名城
保護及舊城更新領域的頂級專家認為，
廣州應突出對嶺南城市文化、嶺南建築
文化的繼承、挖掘和弘揚。並充實有關
騎樓街保護、近現代嶺南建築保護、珠
江一河兩岸保護、城市古代中軸線（北
京路千年古道） 保護、城中村歷史文化

遺存保護等內容。
專家們表示，要加強對歷史城區環

境協調區的全面控制，突出保護和延
續傳統風貌，尊重舊城居住功能；進
一步明確保護管理措施，明確剛性保
護內容。同時，還應完善歷史文化名
城保護法規體系、建立健全歷史文化
名城保護管理體制、保護資金投入機
制等。

古 建築是城市歷史的靈魂。而作為國家第
一批歷史文化名城的廣州，原本可堪稱

一個中國近現代建築的博物館，與此地位相左
的是，廣州的歷史建築保護多年來在全國處於
落後地位，不僅落後於上海，甚至落後於東北
三省多年。在廣州，摩天大樓近年來以非凡的
速度吞噬 這個城市的靈魂，眾多價值非凡的
歷史建築卻死得不明不白。

文保名錄形同虛設
遭拆，主體結構或內部遭到毀壞──街坊反

應吸引媒體──報道引發社會關注──政府部
門緊急叫停，這一系列步驟是廣州近年來大量
歷史建築的經歷。每每到了最後一步時，他們
已經被拆得只剩下一個空架子，當專家趕到現
場時，總是扼腕歎息，欲哭無淚。而由於沒有
法律，政府緊急叫停後也只能與所有者進行協
商，並不能強制停止工程。
廣州市規劃局在2010年曾出台一份廣州市

內文保單位的名錄，包括多條騎樓街、老民
居、宗祠、革命史跡以及特色建築在內的多
達四十多頁的名單涵蓋了大部分歷史建築。
而在這份名單出台後的兩年裡，名單上的一
些歷史建築仍然不能避免厄運，這與沒有立
法有直接的關係。

普查古建築待立項
廣州目前施行的名城保護法規是自1999年3

月1日起實施的《廣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
例》。2010年底，原廣州市文化局承擔的歷史
文化名城保護和監督管理的相關職能被劃入廣
州市規劃局後，廣州市第十三屆人大常務委員
會便提出修訂《廣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
例》。目前，廣州市規劃局已經展開該項條例
修訂案的起草，已完成的《廣州市歷史建築和
歷史風貌區保護辦法》（徵求意見稿），作為廣
州歷史建築物的保護法案被列入廣州市2012年
度政府規章正式項目。
廣州規劃局副局長葉浩軍表示，在立法過程

中，正在積極爭取立項，開展廣州市歷史建築
家底普查，需先摸清楚家底，編制並公佈歷史
建築保護名錄和名錄增補機制。待歷史建築保
護名錄公佈後，再由廣州市規劃局牽頭對列入
名錄的歷史建築分期分批編制保護規劃，經審
批後納入到法定控制性詳細規劃中，作為城市
建設管理依據，避免誤傷誤拆。

專家籲立暫定古蹟法
廣州大學嶺南建築研究所所長湯國華多年來

為保護歷史建築奔走，對於立法保護古建築這

件事，他說：
「當然這是一
件好事，但是
普查與立法是
一件耗時相當久
的工程，在沒有
正式立法前，古
建築們的命運依
然堪憂。」
鑒於多年來的經驗，湯國華在廣州市規劃局

宣佈要立法之後，就立即問了一個問題，「從
現在到法律出台的這段時間，怎麼辦？」但至
今還沒有得到答覆。他建議向香港學習，建立
應急預案，如建築物在拆除之前歷史價值受爭
議，香港可經古物古蹟辦事處快速作出專業評
估後，引用《古物及古蹟條例》宣佈列為「暫
定古蹟」，停止一切拆遷活動，隨後用一年時
間來作詳細評估。
在廣州的城市規劃中，如果有此類制度，

那麼許多已經消失的建築原本是可以得到保
留的。「此前廣州從未摸清家底，許多建築
即使掛了保護牌，內部卻已經被拆得一塊窗
戶都不剩，非常可惜。」目前規劃局承擔了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職能後，希望可以改善
這個情況。

老 城 喚 春 天老 城 喚 春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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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不可動 古樓應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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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前的楊箕村俯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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