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城”维护任重道远

21 世纪的第十个年头，北海获得了一个来之不易的殊荣——国务院正式批复北海
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是许多北海人梦想不及的。自 1982 年 2 月国务院公布第一
批名城后，每隔数年，要求申报名城的城市很多。然而，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
灿烂文化的国家，全国大、中、小城市数不胜数，因而每次获得批准的仅三四十个，
可见获得此殊荣实属不易。我市自 2009 年 6 月开始申报名城至 2010 年 11 月获得批复，
前后仅一年半，成为我国第 111 个历史文化名城，这是北海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大事。从此，历史文化名城与“珠还合浦”典故交相辉映，对提升北海的历史文
化地位，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笔者认为此殊荣的获得意味着我们今后有许多事情要
做，在此谈点儿感想。

赏识北海老城的人们

北海的老城区很小，至解放前夕，其面积约 0.8 平方公里。城区南面为西洋建筑，
北面为商业老街。这些东西方的建筑互为毗邻。数十年前，这些近代建筑群几乎没有
引起人们的注意。1984 年北海成为全国首批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后，这些建筑才逐
渐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就笔者所知，北海在开放之初有一位从北京来的专家任
市规划局局长，听说他工作期满回京前，曾这样嘱咐：北海今后要注意外国领事馆等
西洋建筑的保护。后来一位来自北京某建筑学院的教授带学生来北海考察，看到珠海

集中成片且有完整格局和传统风貌的珠海路骑楼老街。 谭为民摄

路的一些骑楼建筑被毁感到甚为可惜，于是向市规划部门建议，今后若要兴建新的建
筑，应在市区南郊，原来的老街要保护好。一位也是来自北京的、任北海市副市长的



领导说，珠海路很有特色，凡是由他陪同的外宾，都和他们参观珠海路。1996 年著名
作家舒乙参观珠海路后说，在新加坡像珠海路这样的老街被视为“国保”，并呼吁将珠
海路面貌正在发生破坏性变化的趋势遏制下来。1997 年冬，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市长布
尔克参观珠海路后，感到这条老街非常珍贵且有历史价值，建议北海市政府向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申请，将珠海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来保护。2006 年，时任北海市市长的唐
成良为北海老街的保护做了一些启动工作，重修了整条珠海路约五分之四的路面和十
余间商铺的临街立面。机遇出现在 2009 年 5 月 9 日，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原建设部
部长汪光焘到北海视察。他参观了珠海路老街后认为，北海老街和周边区域应当是一
个完整的历史文化城，而不仅是“街”的概念。提议北海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得到市委、市政府的积极响应，并开始了密锣紧鼓的“申名”工作。

北海何以获得名城殊荣

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成立了“申名”领导班子，在市规划局、文化局及其他
相关部门的紧密配合下，完成了《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本》和编制《北海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工作。2010 年 6 月 3 日至 5 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家文
物局组成的名城评估组，到北海考察了珠海路、沙脊街、中山路等老街和英、法、德
等西洋建筑群。随后考察了合浦老街、文保单位和涠洲岛的两个教堂以及南湾历史街
区。

名城评估组经数天考察后一致认为，北海市委、市政府组织申报名城的班子做了有
效的工作，总结了北海历史文化遗产的
价值和特色，写了一个很有详实系统的
资料，它既是申报名城的文本，又是今
后宣传的依据，这深刻地体现了市委、
市政府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重视。申
报材料丰富翔实，自我评价客观，综合
现场考察，一致认为北海市符合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的条件。

笔者认为，名城评估组之所以一致
通过北海的“申名”，除了北海具有充
实的“申名”条件外，还有市委、市政
府对“申名”的重视。因为这关系到北

海“申名”成功后，是否能按国务院颁布的名城保护条例去做。由此看来，我市在一
年多来所做的“申名”工作给评估组的每一位领导和专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名城维护任重道远

根据国务院对我市“申名”的批复，今后要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做许多相应的工作。如制订保护规划及其严格的保护措施，这对于北海来说是一
个巨大的保护工程。说它“巨大”，是因为这个工程保护的不只是一个“文保”单位，
而是包括北海、合浦、涠洲在内的整个“大城”。其中要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有珠
海路、沙脊街、中山路；高德三街；涠洲南湾；南康解放路；合浦阜民路、中山路以
及众多的近现代西洋建筑群。它们作为北海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建筑，不但要按原貌
修复和保护，还要保护这些建筑的周边环境风貌，所有这些要求若要实施，要花大量
的人力物力。在资金投入方面，名城评估专家透露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会投入一定的资金。按以往在重点文物保护方面的做法，国家投
入多少，地方政府也要相应投入多少。如果资金不足，便会成为名城维护的瓶颈而受
影响。

1985 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和全世界一起承担起了保护人类共同财富的
责任。然而获得世界遗产的荣誉不是“终身制”的，每六年世界遗产大会要进行考察
评估，如果保护不好，将被列入濒危名单，会被摘牌。2009 年纩西政协报》报道，广
西区今后对被评为名城、名镇、名村称号的也不搞“终身制”，若经检查保护不好，将
可能丧失称号。由此看来，我国对名城保护的要求将逐步与世界接轨。

北海“申名”成功了，今后会有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游览。若干年后还要接受国
务院建设、文物两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这对北海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因此说“申
名”成功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承诺和责任。

北海“申名”成功后的名城维护，任重道远。

得到名城评估组专家好评的北海《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本》。 赖德权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