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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规划期至2035
年。目前，南京已经
形成了以《南京市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保 护 条
例》为主，各专项法
为辅的全方位多层次
的 法 律 法 规 体 系 。
此 外 ， 南 京 市 划 定
的11片省级历史文化
街区、28片历史风貌
区、38片一般历史地
段均配有相应的保护
规划，并已展开配套
工作。南京已公布第
一批、第二批历史建
筑共279处，并完成
全部历史建筑保护图
则的制定，为历史建
筑的保护利用提供依
据；第三批、第四批
的20处历史建筑也在
报批中。

南京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党组成员、
总 规 划 师 吕 晓 宁 在
本届名城会系列活动
之亚太文化遗产保护
成就展暨历史城市保
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
研讨会上表示，多年
来，南京一直致力于

探索快速现代化进程
中的历史文化保护路
径，力求实现保护与
发展的平衡。随着时
代的发展，人们对于
保 护 的 认 知 也 日 益
全面化、科学化。80
年代的保护更注重“
抢救”，90年代则以
规划为主，现如今强
调“活化利用”。

南京历史文化名
城博览会作为推动国
际 文 化 交 流 的 重 要
平台之一，已成功举
办八届，今年是第九
届 ， 始 终 立 足 于 南
京，着眼于世界，希
望通过与国际历史文
化名城的常态化交流
合作，共享文化传承
保护创新实践，共商
历史名城可持续发展
路径，共促世界多元
文化交流互鉴。

助力妙乌古城申
遗 ， 彰 显 “ 一 带 一
路”建设中的南京作
为

文化遗产是人类

文明的载体，是文化
交流传播的“天然使
者 ” 。 除 了 本 土 实
践，南京许许多多的
高校学术团队还活跃
在世界各地，以实际
行动推动历史名城保
护的国际合作，为当
地的文化遗产保护贡
献“南京力量”、“
中国智慧”，深化对
外文化交流。东南大
学建筑学院董卫教授
及其团队正是这样的
存在。

根据联合国及世
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预
测，2050年以前全球
85%以上的城市化将
集中在亚洲。这就意
味着，在未来很长一
段时间，亚洲城市的
内在增量会进一步改
变。多年来，在南京
市的支持下，董卫团
队一直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合作，致力于
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
保护，尤其是亚太地
区 的 古 城 更 新 与 发
展 。 “ 过 去 几 十 年
中国经历了快速而大
规模的城市化，在新
城开发和古建筑保护
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和教训。我们希望
尽己所能，为亚洲城
市科学发展提供‘中
国 样 板 ’ 。 ” 董 卫
表 示 ， 为 了 更 好 的
将国内的保护经验向
外传播，加强国际间
合作，推动中外文化
交流，他和团队不仅

在积极推动《“一带
一路”城市历史白皮
书》等理论文件的编
撰，还在缅甸、柬埔
寨、印度、尼泊尔、
非洲等沿线国家和地
区参与了许多古城保
护的实践案例，妙乌
古城便是其中之一。

妙乌古城位于缅
甸西部若开邦，是古
代若开国的都城，拥
有 千 余 年 历 史 ， 如
今已成为历史文化中
心，与蛟缥、实兑构
成缅甸西部的城市“
金三角”。2017年，
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亚太总部、缅甸联邦
共和国宗教事务和文
化部的邀请，东南大
学团队到达缅甸，助
力妙乌古城申遗。这
也是第一支进入妙乌
古城开展系统性遗址
保护调查研究的外国
专 业 队 伍 。 在 为 期
10天的实地考察中，
董卫携团队运用无人
机、3D激光扫描仪等
设备，对古城核心区
进行了精细测绘。

由于妙乌古城长
期处于半荒废状态，
导致许多建筑损毁严
重 ， 甚 至 有 的 因 修
复不当而受到二次损
害，此前几乎没有相
关 保 护 数 据 可 以 参
考。为了弥补材料缺
失的不足，东大团队
通过实地测绘数据、
影像资料以及入户问
卷调查等方式，自主

建立起一个可视化数
据库，为之后的申遗
工 作 奠 定 了 良 好 基
础。

通过调研发现，
妙乌古城的双中心格
局基本保存完好，但
由于古代水系萎缩，
河流湖泊对洪水调节
能 力 下 降 ， 导 致 宫
城遗址受到洪涝威胁
变大。“每一个文化
遗产都有自己的特殊
性，必须制定符合自
身文化特征的申遗资
料。”在经过十余次
的赴缅调研后，东大
团队设计制作了妙乌
古城30平方公里范围
的高精度飞测地图，
还 依 据 当 地 地 理 文
化，结合专业知识，
兼顾环境保护，着眼
于未来，编制了妙乌
古城保护与发展规划
和申遗管理规划，提
出了遗产保护目标与
古城未来发展目标，
得 到 了 缅 方 充 分 认
可。

缅甸是 “一带一
路”沿线重要国家，
中 缅 两 国 人 民 自 古
相亲相融，“胞波”
情谊源远流长。助力
缅甸古城申遗，既有
利于促进文化遗产保
护的国际合作，探寻
亚太历史名城保护的
共同路径，也有利于
加强国家间的经济文
化交流，巩固邦交友
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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