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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城市文脉 延续城市历史

“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城

市文脉是贯穿于一个城市历史文化中的人类精神血脉，是这个城市在漫长时光中积淀的地域色彩和文化个性，

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资源和动能。保存好自己城市的文脉，延续城市的的历史，彰显城市传统风貌和个性。

第一段：开篇点题。显示用习总书记的话语引出话题——城市文脉。然后从理论层面论述城市文脉的重要

性。最后提出本文的总论点——保存好自己城市的文脉，延续城市的的历史，彰显城市传统风貌和个性。

虽然城市的文脉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存在着不少突出问题和困难挑战。比

如重经济效益、轻文化内涵，拆真建假、拆旧建新、房地产开发式“保护”现象屡禁不止。比如保护内容不完

整、不系统，只保护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没有延续历史文化，割裂了与原有社会的关联。

第二段：城市文脉保护工作问题。两个分句讲了两个现存问题：一是重经济轻文化，二是不完整不系统。

要保存好城市的文脉，必须依靠制度的力量。近年来，我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其他类型的城市，进行

了大量城市历史文化风貌保护的制度探索。除了历史文化名城必备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外，各地

还制订了许多接地气、可操作的具体规章制度。这些具体细致的法规将会为城市文脉的保存延续发挥长久的积

极作用。但是直到今天，总体上看我国城市文脉保存制度建设的路仍然很长，城市之间参差不齐的情况比较普

遍，每个城市都有大量空白处需要填补，都有大量调查研究的具体工作要做。

第三段：分论点 1——要保存好城市的文脉，必须依靠制度的力量。先是提出了现有制度对文脉保护工作

的指导作用。随后提出制度仍存在不足，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要保存好城市的文脉，必须发挥多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在城市文脉的保护工作中，社会力量参与的意愿比

较积极。一般说来，企业更适合于需要投资并能得到回报的项目，社会组织更适合于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个

人则多做志愿者或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三者配合，可以较好地推动城市文脉的保存。就中西部城市文物保护工

作最为常见的资金困难问题来说，企业的进入使市场资本参与进来，可以大大缓解这一难题。就东部城市文物

保护人力不足的突出问题来说，运用较为充裕的财政资金购买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服务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较好方

式。

第四段：分论点 2——要保存好城市的文脉，必须发挥多种社会力量的作用。首先是提出企业、社会组织

和个人三种力量的特点。然后以中西部和东部为例提出了如何运用社会力量参与保护的建议。

要保存好城市的文脉，必须做到保护优先和合理利用的辩证统一，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作

为城市文脉载体的文物、遗迹、风俗都属于典型的文化资源，必须在保存完好的基础上经过现代城市的重新组

织进入百姓生活，才能发挥出传递文明、保存特色、启迪心灵的作用。在此，我们既要关注城市文脉保存的本

真整体效果，又要关注城市文脉延续的长期久远效果，同时还要关注城市文脉传播的数字虚拟效果。后者是利

用 5G 技术将城市文化资源虚拟化，使其获得数字化的存在方式和延展方式。这是先进科学技术对城市文脉的保

护和开拓运用。对于城市管理者、建设者来说，一方面，应探索城市文脉的价值内涵、伦理特征、审美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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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把这些认知和理念通过街道布局、地名门牌、博物馆展陈、节日民俗活动甚至影视图书多层次立

体式地呈现出来。这样既可以有效地推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又能润物无声地滋养民众心灵，使城市文脉在延

续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又不断增强对自己城市和民族传统的文化自信。

第五段：分论点 3——要保存好城市的文脉，必须做到保护优先和合理利用的辩证统一，使文物保护成果

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先是总括文脉保护利用、融入百姓生活的价值。然后从两方面提出对策，一是方式上利用

现代技术科学保护，二是主体（城市管理者建设者）上发掘+发扬。

城市文脉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对城市来说，保存文脉不只是留住记忆，更是为了

传承文化、延续历史。今天，国人有能力在城市文脉保护中大有作为了，让我们守护好城市的“根”与“魂”，

呵护好城市的美好未来。

第六段：总结全文。再次强调文脉的重要性。尾句呼吁大家参与守护城市文脉。

（本文有改编）

【公考通文章小结】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历史文化遗产记录着我们历史的光辉过去，承

载着我们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并不意味着造就城市海量“钢筋塔丛”“水泥森林”。

从故宫博物院到厦门鼓浪屿，从福州“三坊七巷”到广州永庆坊，都在力证传统与现代完全可以融合发展、创

新与传承完全能够相得益彰。下好城市建设的“绣花功夫”，在延续历史文脉中创新城市建设，实现文化传承

与经济发展的相得益彰，这样的城市才能生机勃勃，这样的生活才能充满馨香。

【公考通分析文章结构】

一、开篇点题——保存好自己城市的文脉，延续城市的的历史，彰显城市传统风貌和个性

二、城市文脉保护工作问题——重经济+不全面

三、详细论证部分：（一）依靠制度的力量

（二）发挥多种社会力量的作用

（三）保护优先和合理利用+惠及人民群众

四、结尾：总结全文。守护好城市的“根”与“魂”，呵护好城市的美好未来

【公考通积累】

1、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

2、总体上看我国……的路仍然很长，……参差不齐的情况比较普遍，……都有大量空白处需要填补，都有

大量……的具体工作要做。

3、守护好……的“根”与“魂”，呵护好……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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