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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面调查分析武汉市名人故居与旧址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总体保护、园林引导和文化提升的园

林保护思路和原则,以及强化环境、系统保护,建园护宅、完善功能,控制视线、突出主体,彰显特质、传承文化等

园林保护与利用方法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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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comprehensiveinvestigationofformercelebrityresidencesandformersites
inWuhan,thispaperputforwardthebasicprinciplesonoverallprotection,guidanceoflandscapearchi-
tectureandculturalimprovement.Thispaperalsoputforwardsuchmethodsandcountermeasuresas
protectingandutilizinglandscapearchitecturethroughthebeautificationofenvironment,systematicpro-
tection,establishmentofgardens,perfectionoffunctions,controllingofvision,protrusionofthemain
parts,demonstrationoffeaturesandtransmissionof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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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园林以护宅”是我国自古以来所提倡的营造

方式,《园冶-傍宅地》一文中早有记载:“宅傍与後有

隙地可葺园,不第便於乐闲,斯谓护宅之佳境也。”然
而自从我国进入了城市化发展阶段后,承载着历史

与文化的名人故居及旧址类文物保护单位却面临着

严峻的考验。宅园已经面目全非,独余孤宅,园已不

再。这些蜕去了外皮的孤宅在时间的洗礼中慢慢退

化,失去了往昔的风采,仅留下破败不堪的残景。
面对这样的境况,故居及旧址类文物保护单位若

想在时间的进程中永葆其活力,重新认识到园林

保护的重要性是现代保护工作中不可忽视的关键

因素[1]。

  一、武汉市名人故居与旧址概述

名人故居与旧址,两者存在许多共性。文物保

护单位中的名人故居、旧址形成的原因可以归结为

名人的活动与历史事件,它们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

的记录与承载者,都是名人精神与历史事件的继承

与延续。将两者整体考虑,有利于丰富和完善该类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方法与策略。
近代武昌的辛亥革命起义为武汉市遗留下了许

多近代革命领导人的故居以及革命活动旧址,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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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镇均有分布。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象征,名人故

居及旧址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类成就的研究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们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意义可

以感召后人,起到潜移默化的文化和教育功能。所

以保护名人故居及旧址类建筑对于保护历史建筑,
充实、丰富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武汉市名人故居与旧址类文物
保护单位的现状

  1.分布特征

武汉市早在殷商时代就有城址,隋唐形成两镇

鼎立的格局;到了宋、明、清城市格局逐渐完善,城市

地位逐步上升;到了民国时期更是成为武昌起义首

战地,故而遗留下来丰富的名人故居及旧址类遗产。
由于事件发生的偶然性与故居及旧址的选址特殊

性,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名人故居、旧址的分布

呈现出以下五点特征:
(1)分布广:武汉三镇各有分布。
(2)数量多:100多个文物保护单位,占名人故

居、旧址类建筑近30%。
(3)时代特征明显:民国时期的故居、旧址较多。
(4)区域相对集中:主要在沿江地带。
(5)沿街区分布:历史街区中居多。

2.表现特征

根据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名人故居、旧址

的使用状况调查,其对外开放程度呈现出以下三点

特征:
(1)开放型:对外开放,已建成纪念馆的名人故

居及旧址,如毛泽东故居、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等。
(2)占用型:被单位占据,属内部私有不对外开

放的文物保护单位,如武汉中学内的武汉中学旧址、
湖北总工会大院内的辛亥首义发难处工程营旧址

等。
(3)合用型:部分对外开放,一部分私有,如武昌

实验小学内的中共中央军委办事处旧址,特殊时间

段对外开放。

3.现存问题

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名人故居、旧址的保

护与利用主要存在封闭、修旧如新和识别性差等问

题。
大多数名人故居长期被封闭,能够开放为故居

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

一部分被城市各部门和单位所占用。封闭型的故居

及旧址有的受到一定的保护,有的尚未受到重视。
由于材料、技术、资金等各方面的问题,给名人

故居和旧址带来了修缮的困难。然而,为了对外开

放能展现出新的面貌,相关部门不惜以色彩、质感差

距很远的普通漆料和粉刷材料给历史建筑换上不伦

不类的新装,严重影响了建筑的历史风貌,致使修缮

后的文物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仿冒品,从而给历史

建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识别性差源于许多名人故居淹没在历史街区

中,缺乏基本的标识引导,致使游人甚至当地居民都

不知其存在。再加上历史街区的修缮工作相对落

后,环境较差,空间杂乱,缺乏管理,这些都使故居旧

址类建筑失去了原有的环境背景,久而久之便消失

于人们的脑海之中。

  三、武汉市名人故居与旧址类文物
保护单位的园林保护与利用

  1.园林保护意义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研究多以建筑本体保护为

主,应从园林角度进行保护,这样可以与周边环境更

紧密地结合,从外部加上“保护膜”,促进名人故居及

旧址持续发展。园林的保护方法不但可以建立一定

的缓冲区,而且可以提供适当的文化活动场所,从物

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保证名人故居及旧址的持续保

护与利用[2]。

2.园林保护与利用的特殊性

故居及旧址类文物保护单位的园林保护应遵循

如下原则[3]:
(1)整体保护:根据故居及旧址建筑本体的环境

特点,整体规划园林绿地保护范围。园林绿地要做

到继承历史文脉与满足当代需求相结合,园林与建

筑相得益彰,摒弃简单的“圈地式”保护。
(2)园林引导:园林绿地要进一步强化对名人故

居及旧址保护单位的引导性,成为总体组织的重要

组成部分。
(3)文化提升:充分利用名人故居的历史与文化

价值,在园林环境营造与功能布局中安排与之相宜

的活动空间。

3.保护与利用的方法与策略

(1)强化环境,系统保护。名人故居与旧址是在

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存在与发展的。因此保护应与环

境有机结合,避免割裂环境的单体保护。例如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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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同志旧居,目前它的保护还是比较成功的,周边的

历史街区虽然沿街地段用地性质已有所改变,成为

零售业,但是周边区域依然是武汉特有的里份,建筑

的形式仍为传统的民居,并没有出现高大的建筑及

繁华的商业区,故而其历史氛围仍较好地保留了下

来。反之,如果将其周边民居全部拆除,搬迁居民,
再配以景观大道,水池灯光,则该文物保护单位毁

矣。因此,结合文物的环境整体保护,针对故居及旧

址多位于历史街区的特征,设置空间节点,形成空

间序列,引导居民及游人的进入,并利用这些绿色

节点提供适宜的文化活动是可行的,在可能的情

况下,还应将历史街区中的这些绿地融入城市绿

地系统。
(2)建园护宅,完善功能。事物的发展是连贯

的、有机的,因此园林保护应该是顺应其发展的。建

园以护宅即是为了故居与旧址的持续发展。宅园一

直是强调宅与园的一体性,因此故居及旧址内部与

外部的园林应对其起到保护与促进发展的作用。这

些园林还应起到满足现代生活要求、弥补历史建筑

及街区设计中不足的作用。例如,在名人故居及旧

址的建设年代,汽车并未成为生活中重要的元素,因
此停车场并未过多考虑。但是,新建的或原有园林

环境就应当提供参观人员的停车要求,丰富必须的

基础设施,以补充名人故居及旧址周边环境功能上

的不足,促进它们的可持续发展。
(3)控制视线,突出主体。名人故居及旧址往往

位于街道的两侧,因此街道中D/H(D指限定物之

间的距离,H 指限定物的高度)的关系应成为重要

的考虑因素。为了营造良好的步行空间,街道的D/

H≈1仍然是较好的尺度。除此之外,两次建筑的

高度也应以丰富与完善名人故居及旧址在街道中的

主体地位为主,形成以名人故居及旧址为核心的街

道序列。名人故居及旧址建筑高度与周边建筑高度

的比例关系应控制在0.8<H1/H2<1.2(H1 指名

人故居及旧址建筑物高度,H2 指周边建筑物高度),

以形成连贯的街道轮廓线。园林作为梳理视线,引
导空间的媒介,应充分利用借景、隔景、藏景等园林

艺术手法突出名人故居及旧址的主体形象。
(4)彰显特质,传承文化。园林的重要内容就是

提供公共活动的户外场所,因此在利用园林保护名

人故居及旧址时,应结合文物自身的特质,从美学上

表现出其承载的历史信息,同时注入展现名人故居

及旧址特征的人文活动,使凝固的建筑活跃起来,真
正为人所理解,为人所接受。因此针对名人故居及

旧址周边园林用地的特征(山林地、江湖地、田野地、
公园地、废弃地等),以彰显文物特质为基本要求,结
合人文活动,共同保护名人故居与旧址。

  四、结语

名人故居与旧址是城市的历史记忆,对其科学、
合理、有效地保护与利用,是提升城市功能与形象的

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从城市总体规划和管理

层面实施保护规划与策略,而园林绿地作为城市的

绿色基础设施是实现保护与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有利于传承历史与文化的同时,还能起到保护文

物和丰富城市的作用。希望本文能够引起广大同行

对文物保护单位园林保护的深入研究,提供可控制

型的科学量化指标体系;使文物不再沉睡,而是与绿

色环境共生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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