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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延续城乡历史文脉
——泰安市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研究

张德恒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摘要：泰安市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有大汶口遗址、岱庙古建筑群等众多文物古迹。泰安市在历史文化保护中做了大

量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在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仍存在不少问题和挑战。论文围绕泰安市历史文化遗产调查、城乡

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弘扬泰安优秀历史文化等内容开展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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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有大汶口遗址、

岱庙古建筑群等众多文物古迹，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泰安市在

城乡建设中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定了相关政策法规，加大

了保护资金的投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在保护过程中还存在

着不少问题和挑战。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保

护意识不强；城镇化进程中的建设性破坏，一些具有历史文化价

值的街区、建筑等在城市更新和改造过程中被拆除或改变原貌；

同时还存在社会公众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参与度不高，保护

传承未能将现代科技、创意和文化元素融入其中，难以吸引年轻

一代的兴趣和参与等。

一、开展历史文化遗产调查

泰安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共调查登录各类文物点 2422 处，

经国家文物局审核通过不可移动文物 1633 处，其中古遗址 376 处，

古墓葬 158 处、古建筑 462 处、石窟寺及石刻 346 处、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282 处、其他 9 处。到目前泰安市有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15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05 处，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 187 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618 处。这些不可移动文物涵盖

了古建筑、古遗址、石刻、革命文物等多种类型，蕴涵着丰富的

历史文化信息，是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

除了文物保护单位，泰安市还有通天街、仰圣街等历史文化

街区；有岱岳区大汶口镇、东平县银山镇、肥城市孙伯镇大石桥村、

东平县银山镇西腊山村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有岱岳区道朗镇二

奇楼村、肥城市孙伯镇五埠村、肥城市孙伯镇岈山村等传统村落。

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中，对已经纳入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

历史文化街区及名镇、名村等现有保护名录的历史文化遗产，应

进行信息完善，建立详细的档案资料。对于不在名录里的历史文

化遗产，应加强线索征集力度，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

作查漏补缺式的梳理和发掘，尤其是要将近现代、新中国成立以

来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纳入保护名录，做好测绘建档，全面保护

不同类型、不同时期、不同存留状态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在城乡建设中，加大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助于完善城

市和乡村的规划建设，提升城乡的整体风貌和文化内涵，延续城

市和乡村的历史文脉，促进城乡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一）统筹城乡空间布局，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科学合理的城乡规划。在规划过程中，

应充分考虑历史文化的保护需求，合理确定城乡发展规模和布局，

避免过度开发和破坏历史文化遗产。应注重整体性保护，将城乡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到城市和乡村发展的整体规划中。

应对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和历史建筑、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等历史文化遗产做好保护规划。对于历史城区，要做

好整体保护规划，包括历史城区传统格局保护、历史建筑和历史

街巷空间肌理的保护、历史城区色彩和历史建筑色调的保护，同

时做好建筑高度和城区视域通廊的控制。统筹考虑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与旧城更新的关系，坚持控制与引导、保护与利用相结合，

将历史文化遗产融合到城市更新和景观体系中，彰显历史文化氛

围。对于历史街区，要整体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空间格局和历史风貌，

注重历史建筑、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突出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

特色。对于古建筑和历史建筑，要保护古建筑和历史建筑的原貌，

尽量保持其历史信息、建筑风格和材料使用的真实性，古建筑和

历史建筑的修缮和加固，应在专家指导下按原样修复，做到“修

旧如初”。

对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应与当地经济发展相协调，在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促进村镇的可持续发展，可以通过发

展旅游业、传统手工艺传承等方式实现。

（二）城市更新稳妥开展，村镇建设彰显地域风貌特色

制定科学的城市更新规划，城市更新中注重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要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的原则，尽可能保

留历史建筑和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地区，避免大拆大建。对于影

响历史文化遗产周边环境风貌的建筑或设施，应及时整治，使之

与历史文化遗产环境风貌相协调。对于需要修缮的历史建筑、古

迹等，应该采用传统的工艺和材料，保持其原有的历史风貌和文

化内涵。对于能够体现城市特定发展阶段、反映重要历史事件、

凝聚社会公众情感记忆的既有建筑与场所，应该通过渐进式的微

更新、微改造，留住城市特有的空间基因。在遗产保护的同时也

要注重改善民生，采用微改造方式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短板。

历史文化是乡镇风貌的灵魂，应该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

利用，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乡镇建设中，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

文化景观。乡镇的建筑和空间是彰显地域风貌特色的重要载体，

应该注重对传统建筑的保护和修缮，保持其原有的历史风貌和文

化内涵。要注重营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和空间，打造具有地方

特色的乡镇形象。乡村建设应该注重保护自然山水资源，合理利

用和开发，使其成为乡村的重要景观元素。同时，应该注重村落

建设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风貌。

（三）加强制度建设，鼓励支持公众参与保护

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历史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泰安市先后制定了《泰安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办法》《泰

安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法规，明确保护范围和保护对象、

保护责任、保护措施，鼓励支持历史文化的传承利用，加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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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

在相关法规基础上还应制定历史文化遗产评价标准，包括评

价指标和评价内容。评价指标可以包含价值评价指标、保存状况

评价指标等。价值评价指标可以设定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

价值、科学价值等。如历史建筑，历史价值评价内容主要考虑建

造年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关联度等方面，建筑艺术价值评

价内容主要考虑建筑风格、建造工艺、建筑布局等方面。通过制

定评价标准，对不同历史文化遗产进行评价，确定保护重点和保

护利用价值，分级分类开展保护，更好的保护利用历史文化遗产。

公众的积极参与能够有效增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促

进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是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

建立宣传长效机制，借助图文手册、数字媒体、文化衍生产品等

开展宣传工作；二是出台政策，明确不同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主

体和保护责任，对一些个人所有历史建筑或传统民居等，可以通

过税收或资金补助的方式鼓励支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三是建立

公众参与机制，包括建立公众参与平台（如设立官方网站、微信

公众号等），定期举办专题活动（如主题讲座、文化节等），建

立听证制度（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决策听取各方意见），设立监

督员制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进行日常监督），支持志愿服

务（宣传讲解等）。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扩大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的群众基础，让尊重、珍惜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城乡建设

中的文化共识和文化自觉。

三、传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文化传统、社会习俗

和民族精神。六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产生了远古的泰山崇拜，

孕育了泰安文化发展的基础。泰安的优秀文化体现在泰山精神上，

泰山高大宏伟，攀登过程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决心，象征着人

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应持有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态度，不

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和境界，体现了勇攀高峰的进取精神。泰山精

神还蕴含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这种精神鼓励人们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通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

弘扬优秀历史文化。

（一）搭建历史文化展示平台

通过 3D 建模等技术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模拟和展示。

3D 建模能够精确地复制文化遗产的外观和结构，提供高度真实感

的视觉效果。观众可以通过数字化模拟进行交互，深入了解文化

遗产的细节。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等方

法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数据采集，然后通过 SketchUp、Blender、

Revit 等 3D 建模软件，建立历史文化遗产的高精度 3D 模型，将

3D 模型和相关数据发布到线上平台或虚拟现实设备中，公众可以

进行浏览和交互。

利用 GIS 等地理信息技术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空间定位和可

视化展示，实现数字化管理。利用 GIS 技术，将历史文化遗产数

据与地理空间数据相结合，实现文化遗产的空间定位。通过 GIS

的可视化功能，将历史文化遗产以三维模型的形式展示出来，使

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历史文化遗产的全貌和细节，提高认知和理

解。利用 GIS 的数据库管理功能，对历史文化遗产数据进行统一

管理和更新，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时性。

（二）开展多元活化利用

在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过程中，要注重合理规划与布局，

保持历史风貌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同时，要与当地的城市建设和

发展相协调，避免过度开发或破坏历史文化遗产。要注重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在保护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

改善，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可以将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打造具有特色

的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通过优化旅游资源配置，挖掘历史文化

内涵，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和体验，提升历史文化的影响力。

如泰山东御道的改造，东御道为汉武帝刘彻登封泰山的御道，因

岁月沧桑，古时御道几乎无迹可寻，仅存一条林间小路可勉强到

达中天门。2022 年，泰山景区管理委员会对东御道进行全面整修，

完善基础设施，挖掘文化内涵，开辟了全新的旅游线路。

将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通过

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产业发展等方式，提高

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保护和利用好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

如肥城市孙伯镇五埠村，五埠村依托良好的自然条件和传统文化

资源，坚持传统与现代、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经过多年努力，

由贫穷落后的石头村，变成了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旅游特色村。

（三）发展文化品牌和文化产业

依托历史文化遗产，培育文化产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不仅有助于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还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历史文化遗产是文化产品研发的宝贵资源，蕴含着丰富的

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价值，为文化产品的研发提供了无尽

的灵感和创意。通过深入挖掘文化遗产的精髓，可以设计出具有

独特魅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产品。同时促进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的合作与协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如泰山石敢

当文化园，源于泰山石敢当文化，集泰山石敢当民俗文化展示、

文化演艺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具有较高的民俗文化价值和旅

游价值，推动了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四、结语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见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

展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承载着民族记忆与文化认同。同时，

也是城市与乡村独特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历史文脉的重

要载体。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融入城乡发展建设中，通过完

善制度、增加保护投入、提升公众参与度、推动科技创新等手段，

实现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和谐共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加丰富

多彩、和谐美好的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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