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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2撵走了2011。
2011虽没有2008奥运会的精彩，也缺少2010世博会的欢腾，但它对中国城市与建筑、文化与传媒界的
影响却没有理由不让人关注，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上路了，我们和专家编委团队
成为践行中国建筑遗产研究与传播的行动者虽然，2012已有太多的猜测与可能，但这一年我至少坚信
改变在心，积极行动能实现梦想，广博而跨界的建筑遗产传承是守望的风潮。
跨界指跨学科研究，开始是边缘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物理等）的发展，后来是横断科学（如一般
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的崛起，再是综合科学（如环境科学、安全科学、广义建筑学乃至未来
学等）的涌现，它们不仅给当代科技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更为大量悄然兴起的复杂性研究，如巨
型城市分析带来了突破性贡献《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并非以文化为研究对象，之所以借用“跨界”一
词，不仅有它本身的演化足迹，也有它必然的时代需求。
因为在建筑遗产的研究与传播中，不乏开化与禁锢，崇尚与阻挡之势“跨界”要求：艺术与构造的交
叉，科学与文化的共融，历史与人文的思考，技理与哲理的碰撞等如当代城市学已处于无边界的状态
，不真正跨学科研究则难实现“城市化”如果说，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的《广义建筑学》是“跨界”
建筑的经典读本，那么2011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的全国政协“关于将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作为
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试点领域”的提案，就同时强调了三大结合，即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高新技术
与传统工艺、学科交叉和技术集成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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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的话金磊我们为什么要跨界特稿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新理念同守共创人类精神的高地2012
“遗产与拯救”跨界百人新春通讯论坛华夏建筑文明文物建筑测绘与颐和园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活化
石”苏北历史建筑大叉手木构架研究专辑设计的遗产（一）从“成片”的遗产到“点”的遗产胡越谈
“设计的遗产”文化遗产保护：语言的差异与认识的互通IBAEmscher景观公园从工业废墟到生态景观
文化遗产机构链接5则创意设计揭开中国建筑设计政府奖的面纱柴裴义大师评析2011全国优秀工程勘察
设计奖获奖项目植入自然创造商务办公的“人本”空间百年建筑中国天津南市地区市井空间及市井文
化研究事件／论坛“事件建筑学”的成功实践“事件沉淀遗产：《辛亥革命纪念建筑》首发式暨中国
近现代建筑保护与发展论坛”侧记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的机遇和挑战专访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
产中心专员林志宏先生建筑故宫与世界建筑遗产学的当代使命故宫与北京中轴线建筑保护的文化省思
名师访谈建筑师费麟《匠人钩沉录》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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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商铺或小作坊并存，因此，此类街道所表现的市井活动，人员及数量是较有规律的，多为居于
附近的居民，交流的所受的外界干扰较小，户与户的交流只需跨出门槛，进入街道即可。
三、南市之消失　　南市地区于从20世纪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发展至鼎盛，成为繁荣之地，40年代
初起走向没落，历经四十多年，成为天津市井空间最丰富、市井文化最具代表的区域，成为天津旧时
市民游览和娱乐的特殊历史街区。
　　这里有过浅唱低吟，有过百艺陈杂，有过饭庄林立，有过红灯区妓院，有过军阀、盗匪、奸商、
恶霸、日寇造成的重重苦难；也有过仁人志士的慷慨激昂、劳苦大众的苦苦挣扎。
在南市这片市井空间内，穷苦百姓可以寻求生计；在南市，中国商人可以创业发展：在南市，中国人
感到这里是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不用奴颜婢膝，因此老百姓才可以“没钱可以到南市挣，有钱可以到
南市花”，乃至天津周边地区的客商和游客才有“不到南市逛一逛，白到天津走一趟”的说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的整体文化构架出现了断裂。
象征西方文化的的租界区伴随着空间的没落而消散，而以本土文化为象征的市井文化则继续延续。
天津文化名人冯骥才曾这样品评天津的文化：“天津的文化本身即有排外心里，本土市民的生活、娱
乐方式、买卖交流本身就与租界联系不大，就连洋务运动的主力军都是由外地人和租界牵头，解放后
也就人去楼空了。
”可以说，市井文化一直融入天津本土市民的血液，但是，承载市井文化的空间却于城市建设和市政
改造下逐渐消失。
　　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建设速度的加快，沿海城市进
一步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天津本土的市井空间、尤其是南市地区多以传统民居和质量一般的公建为基础构成，由于其面貌日益
衰落，基本的生存质量较差，以致不能满足需求，加之改造后再利用的成本需要较高，大面积的消失
也就成为了最直接、简便的再利用途径。
1984年，南市第一批拆改项目正式进行，福安大街以南至多伦道、荣业大街以东至南门外大街地区逐
步消失，2002年起，南市第二批拆改项目启动，拆除区域为南市剩余区域。
至2010年3月，南市地区的原有空间环境（除玉清池和赵家祠堂作为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得以保留）已
全部消失。
探求老南市的市井空间及文化的原貌也只能通过为数不多的记载和访谈等方式来实现。
　　笔者为天津当地人士，自年幼起目睹了天津的城市发展和种种变化。
记忆中对于南市的片段，历历在目。
在大学阶段的学习过程中，渐渐以建筑学和人文学等相关领域的目光去洞察南市的变化。
2008年，笔者参与了徐苏斌和青木信夫两位导师对于南市地区市井空间及文化的相关课题研究。
力图从空间和文化角度全评价已经消失的南市，还南市一个真正的面貌和身份，以及其应有的评价，
不要让一个承载天津百年商业文化、饮食文化、娱乐文化的本土市井发源地，以不公平的评判记入史
册。
　　由于市井及市井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亚文化，在中国一直以帝王、戎马等文化为主流的思
想下，以市民活动为背景的研究虽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但其对于城市建设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影
响和其承载的市井文化的价值尚不能被政府和民众普遍认识：再加之由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城市建设
中过多的盲目开发使得众多历史文化遗产加速消亡。
由于不能被多数人认知，市井空间便成为城市化建设进程中消失最迅速的区域，天津南市更是其中的
代表。
　　南市地区虽然已经消失，但是相信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不会被湮没。
笔者希望通过对天津南市地区的历史研究，能唤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民众能够对市民活动及市民文化
有些深入的认识，作为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市井空间及市井文化应该得到珍视和保护，而
利用何种方法对其进行适当的保护并使其原有风貌得以展现还将是学术界面临的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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