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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前提：因为保护特别严肃，所以设计才很重要。

一：遗产认知——知识的意义；

二：遗产实践——不同情境的最小干预；

三：遗产社会——国家与个体。



一、遗产认知：知识的意义



哈尼梯田村寨，看上去普普通通



“四素同构”的生态意义：森林、村寨、梯田上下分布，

水系贯穿其中



寨神林和磨秋场：上指森林，下连梯田

寨神林

磨秋场



阿玛突（二月节）：在寨神林中分肉（张洪康摄）



苦扎扎（六月节）：磨秋场上大联欢





遗产认知的意义

 申遗的需要

 知识的拓展：建筑学、民俗学、人类学联动

 文明与宽容

 发现遗产的社会心理需求



1979年 《巴拉宪章》

 澳大利亚《巴拉宪章》(The Burra Charter)，1979年通过，其后经过几

次修订，目前为1999年修订版。

 近年来国际上关注较多的文件，我国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时

的重要参考文件。

 以文化重要性来代替历史信息。

 以“地方”（place）来代替建筑遗产。

 保护作为社会过程，号召不同学科领域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

呼声，而不是以保护技术为主的狭隘专家领域。



《巴拉宪章》的文化重要性法：

1、将全国分为四个文化区；

2、每个区内有共同文化特性——民族、民系、地理圈；

3、从聚落、建筑和非遗三要素来分析：

a、区内共同的文化特性；

b、村落自身的文化特征；

4、用上述a、b来指导调查、研究和保护。



II区
（民族） I区

（汉族）

III区
（民系）

IV区
（混合）



“中华遗产.乡土建筑”系列：2007-2008



二、 遗产实践：

不同情境的最小干预



1964年 《威尼斯宪章》

 核心思想：“历史信息”

 原则1：原真性（Authenticity）；

 原则2：整体性（All Information)；

 原则3：可识别性；

 原则4：可逆性/最小干预；

 ——实践常达不到，但原则不变。



1994年 《奈良真实性文件》

 11. 真实性（Authenticity）是文化遗址价值的基本特质，对

真实性的了解是所有关于文化遗址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保

护及修复规划和上报世界遗址协会或列入其它遗址名录的基

础。

 12. 最重要和最迫切的是与文化背景相关的真实性判断必须联

系更大量的信息来源，包括形式和设计、材料和质地、用途

和功能、传统和技艺、位置和设置、精神和感情，以及其它

内外部因素。通过对上述各方面信息来源的利用可以对文化

遗址从艺术、历史、社会和科学的角度全面进行解读。



京都的町屋



真实性的区别应用

 纪念性建筑和乡土建筑

 永久性材料、半永久性材料和常换材料



保护成本= 修复+维护+原真损耗

保护收益=经济+社会+可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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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 成本 收益

利用
方式

保护
成本

维护
成本

真实性
损耗

经济
效益

社会
效益

普遍
性

意义

参观 1 2 1 1 2 2 标本

居住 2 1 2 1 1 3 普遍

客栈 3 3 2 3 3 1 教育

遗产效益评估（基于较好的设计）

3 高

2 中

1 低



哈尼民居：修复，但未改造；适合参观；凑合居住



传统民居剖轴侧图

传统民居一层平面图

传统民居二层平面图

传统民居三层平面图

哈尼民居的原状



2423



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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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卧室扩大，重做隔墙



改造之后： 成本相当于建一栋小洋

楼；外观基本保持，适合居住，室内

真实性损耗较大



2877

浙江松阳平田村：一样的民居，不一样的设计师



浙江松阳县平田村

项目分布

4组建筑团队

王维仁老师

徐甜甜老师

何崴老师

许懋彦老师

32组房屋

江氏宗祠

香火堂

王维仁老师

徐甜甜老师

何崴老师

许懋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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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0

平田爷爷家青旅，何崴设计



3238



3339



3452



35179

沿坑岭头：从1.0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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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李跃亮 男( 1966.1—)浙江松阳人。 先

后毕业于杭州教育学院美术系、浙江师

范大学美术系。 91-93年中国美院油画

系插班进修， 2007年9月赴法国、德国、

希腊等国艺术考察。 现为中国油画学会

会员， 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浙江

省油画家协会会员， 丽水市美术家协会

常务理事，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美术系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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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版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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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版民宿



3999



40179

3.0版 柿子红了



41101



4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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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会同县高椅村醉月楼：小图书馆的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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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会同县高椅村醉月楼：小图书馆的大作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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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6

活动策划（图书捐赠）



4745



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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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延庆
山楂小院



5060



5161



不同情境的最小干预

 功能定位很关键

 设计要特别小心

 新旧并置：降低成本；产生新美学

 施工决定成败



三、遗产社会：国家和个体的双驱动

——国家要传统

——个体想自由



国家/民族认同的危机感

始于18世纪。

民族认同基于文化艺术，必须拒绝趋同。

现代化的纠偏（拉斯金和维多利亚风格：

莫里斯和手工艺运动）。



拉斯金与维多利亚风格建筑







遗产保护的个体驱动（发现需求）

现代性：对个体的尊重——

洛克（17世纪），人生而平等。

自由个体如何形成社会集体？

康德（18世纪），以对话和换位思考来获取共识。

卢梭（18世纪），“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创造力与智商无关，与宽容有关，与自由有关。

Max Stirner（19世纪），egoism，本我主义。



遗产保护的个体驱动

遗产在旅行中扮演重要角色；

遗产在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

——大众化，构建遗产消费群体。



巴塞罗那德国馆

个体自由导致建筑的流动性、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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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已经被打造成自由与开放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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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村的咖啡馆：降低保护成本，提高综合效益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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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县西河村：第一家咖啡馆开张，吕县长亲自来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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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停留下来的阳伞（提供自由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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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建水，闲庭：传统家具的现代布置



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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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骑迹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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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碧山村，厂房改造的博物馆兼餐厅



国家和个体双向驱动，导致

 遗产观念大众化：实现保护成本全社会均摊；

 遗产成为行业：发现需求、创造价值

（民众素质和生活品质）；

有上下游行业，形成产业链。



如何平衡传统和现代、个体和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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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山中小筑



三、遗产社会：事件的示范推广



郝堂村的一号院：苦口婆心，劝说村民



郝堂三号院：传统乡土院落，废弃，改为画室



事件策划：河南新县西河村，粮油博物馆办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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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女”在西河村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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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卫视《对话中原》节

目在西河村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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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策划：2016中国（新县）乡村复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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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专家，45位演讲者，连接乡村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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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吕旅县长做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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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的会场之外，是安静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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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9

正餐简朴，茶点来补



84100

课间会友，不亦乐乎



85101

法国专家也来代言



86102

90后设计的萌标记



87103

进入会场之前的一系列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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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微信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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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节日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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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篷，快速高效的旅店



91

·

107

集装箱酒店，正好解决工作人员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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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在会前完工的一家旅店（合作社投资）



93109



遗产三角

全民主体

遗产的社会意义

经济
规律

社会
功能

遗产
保护

国家和个体双驱动

改善供给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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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院的不同状态

古典风 vs 梅兰芳故居



四合院的不同状态

咖啡馆 vs 客房



重新设计过的古典四合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