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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19 年北京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录公布，北京大学包括燕南园建筑群在内的 46

栋建筑入选。这些建筑大多建成超过 50 年 , 有办公、宿舍、教学等多种功能类型，承载着北京

大学深厚的历史积淀，并随着教学科研的发展承担新的历史使命。梳理校内历史建筑现状，摸

清历史建筑相关信息；研究政府相关政策法规，提出符合历史建筑现状的规划建议，对历史建

筑日常使用、管理及保护性修缮提出基本导则；分析目前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普遍性

问题，寻找问题成因，探究解决方案和对策。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作出一系

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文物事业发展提供根本

遵循和磅礴动力。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加强

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历史建筑是指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

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

单位且尚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

筑物。而高校的历史建筑在历史价值、文化价

值、艺术价值方面都有独特地位，能够反映中

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承载一代代人的集体

记忆。但高校校园作为开放性的公共场所，大

量师生在校园中学习、工作和生活，高校校园

历史建筑的保护因此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综

合性的特点。一方面，要充分保留高校历史建

筑的风貌特色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也要

使其适用于高校发展的功能定位和活化利用。

2021 年 1 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公布实施，条例将历史建筑纳入北京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对象；2023 年 12 月，《北京市历史建

筑规划管理工作规程（试行）》发布实施，进

一步细化规划管理审批流程，体现历史建筑保

护的明确法定依据和准则，为历史建筑的保护

提供了根本遵循。目前，对于文物建筑的保护，

高校管理部门已经形成较充分的认识和较成熟

的保护规程。但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大部分

高校的认识和保护尚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如何

更好地理解政策目的，在保护前提下做好活化

利用，使历史建筑发挥更大价值，是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的课题。

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校园拥有

众多的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及有保护价值的建

筑，这些建筑记录着历史过程，承载着光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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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也具有极高的文化与艺术价值。保护好燕

园的文物和历史建筑，就是存续北大的历史，

就是守护北大人的精神传统、守护中华民族的

文脉。2019 年北京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录公

布，北大有 46 栋单体建筑入选。这些建筑大

多建成已超过 50 年，有办公、宿舍、教学等

多种功能类型，在学校发展建设中承担重要功

能、承载师生记忆。近年来，在政府部门指导下，

北大对于文物建筑、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工

作更加重视，并在保护和利用过程中进行深入

的调研、论证、探索和实践，对于其他高校的

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高校历史建筑保护面临的普遍
性问题分析

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中的问题和矛盾纷繁复

杂，而高校历史建筑的保护既面临城市历史建

筑保护的一般性问题，也面临高校校园的特殊

性问题。

（一）保护与发展的权衡

1999-2000 年前后高校扩招以来，国内高

校普遍面临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高校校园迎

来大规模改造建设时期，很多具有一定时代特

征的校园建筑被拆除或整体改造。这些建筑往

往年久失修，或在平时的维护和修缮中被使用

单位忽视，或在校园改扩建发展中陷入拆改的

被动局面中。

为改变这一不合理状况，加强校园历史文

化的宣传，越来越多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

校园建筑被认定为历史建筑。但被列入历史建

筑保护名单后，房屋的修缮改造需要遵循更严

格的要求，功能使用受限的同时相关报批手续

流程增加，并需要高校承担相应的保护管理责

任，相关工作负担加重。如何引导高校师生重

视和宣传历史建筑的价值，处理好保护与利用

的关系，挖掘艺术特色、空间氛围、功能布局

等维度的价值进行活化利用，是需要考虑和解

决的重要问题。

（二）修缮改造成本较高

校园历史建筑多为近现代砖木结构建筑，

少量当代建筑也多为几十年前建成，建筑技术

和工艺具有时代局限，从而导致历史建筑修缮

改造的工艺、设计和材料需要进行特殊考量，

修缮改造的造价也普遍高于一般建筑。为了保

护好历史建筑有价值的部分，历史建筑的修缮

经常采用已不再通用的传统工艺，需要特殊的

工程队伍，这意味着较高的修缮投入。而砖木

结构耐久性差，建筑的修缮频率也相应增高，

在使用过程中对日常维护要求较高，整体修缮

频次超过普通建筑。

（三）工作流程尚未理顺

很多存有历史建筑的高校尚未开展针对历

史建筑保护的系统性研究，也尚未形成具有针

对性的管理制度和机制，存在历史建筑修缮改

造审批程序不清晰、修缮改造方案论证机制不

健全、使用管理权责不明晰等问题。校内师生

对历史建筑的认知存在一定偏差，容易混淆文

物建筑与历史建筑，对历史建筑保护的重视程

度不够。相关分类保护、各层级使用、管理、

修缮责任尚未清晰界定，在技术层面缺乏详细

的设计与施工技术指导，在日常使用监督层面

缺乏科学的保护与监管理念，存在较多的工作

障碍。

三、北大历史建筑主要困境

北大历史建筑按照功能大概可以分为四

类：燕南园（17 栋小楼）和燕东园（18 栋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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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群、燕园公共建筑群（燕京大学锅炉

房、方楼）、南门宿舍历史建筑群（北大 19-24

号楼）和近现代教学楼（北大第一教学楼、遥

感楼、电化教学楼）。目前学校历史建筑的保

护与利用存在诸多困难。

（一）历史建筑时间跨度较大

北大的 46 栋历史建筑，一半以上建成已

近百年，历史较短的也有 30 多年，外观、结构、

材料等都与现在的建筑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建

筑一直作为或后期转为教学科研用房，保护修

缮状况相对较好；燕南园和燕东园部分建筑仍

作为教职工住房使用，存在与原有风格不符的

私搭乱建情况，存在一定消防安全隐患，但作

为居民长期生活用房，修缮改造难度较大。

（二）原始布局与时代需求脱节

部分历史建筑内部几经改建，功能布局难

以满足学校当前的教学科研办公等功能需求，

但开创新的使用功能往往需要对建筑内部格局

和局部外观进行改造，如增加立面开窗等，保

护性更新的难度非常大。且很多历史建筑亟需

对结构进行加固，对破损的墙面地面进行更新，

对设备管线进行全方位更换，有效利用宝贵的

建筑空间提供教学科研等基本建筑功能，满足

新时代的使用要求。

如电化教学楼在整体修缮前流线繁多、内

部不连通、高差复杂、不利于逃生疏散，存在

安全隐患，无法继续满足教学或工作周转等基

本功能。

此外，原有平面格局以大班教室为主，不

适应当代教学要求。须在保留具有特殊历史意

义的主体空间（如大报告厅）的基础上，将教

学空间划分为数量众多的满足灵活教学的小空

间（工作室），方便小班授课和研讨。

四、北大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经验
总结和路径分享

自 2001 年北大“未名湖燕园建筑”被列

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学校对

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以及日常管理积累了丰

富的实践经验。但是历史建筑不同于文物建筑，

集中体现着高校的光荣历史与文化传统、精神

魅力与使命担当，不能完全照搬文物建筑的保

护经验，需要探讨出一套既符合国家政策法规、

又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的特色管理模式与路径，

处理好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预防与抢救、

修缮与改造的关系。

（一）完善历史建筑管理机制

目前北大对历史建筑的日常使用、保护和

修缮遵循《北京大学公用房管理条例》《北京

大学基本建设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参照《北

京大学文物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并结合试行

中的学校修缮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制定和完善高校内部历史建筑的使用管理

制度机制。遵循“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

的原则，理顺权责关系，明确各方的管理责任。

针对具有不同价值和保存状况的历史建筑，学

校相关部门实行具有针对性的日常维护和管理

指导，明确保护底线、界定人工干预程度、细

化保护要求。

明确历史建筑修缮和改造的校内外审批机

制与流程。北大历史建筑修缮改造的立项和方

案首先需经校园规划委员会多轮审议并修改完

善，其间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论证或

意见征求会议，就方案进行多次详细指导；然

后报校长办公会审定 ；最后按照北京市历史建

筑管理政策，履行相关校外审批程序。近年来

燕东园 25 号楼、南门宿舍历史建筑群、电化

教学楼等历史建筑的修缮立项和方案论证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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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一程序机制执行。实现全过程遵循最小干

预原则，达到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的统筹平衡。

（二）功能调整促进活化利用

学校对于部分功能设计过时的历史建筑，

根据当前需求进行功能调整、活化利用，加强

校园文化传承和展示。可以为部分名人故居拓

展共享会议研讨空间等功能，结合图片、图书

和实物进行展示，通过局部开放和预约使用的

模式，扩大开放共享范围，提高师生参与程度；

打造师生志愿者讲解队伍，邀请专家学者在历

史建筑开设现场讲座，提升公众参与程度；在

保护历史遗产原真性、完整性的基础上，深度

开发和活化利用历史建筑空间。

按照学校规划的整体要求，北大将对燕南

园部分仍然作为教职工住宅使用的小楼逐步进

行腾退和功能调整。如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居住

过的燕南园 57 号楼，经修缮改造和功能调整，

从住宅转为冯友兰故居，内部空间主要用于展

示和小型会议研讨。北大力求保护好名人故居、

传承好北大文脉，把燕南园逐步打造成最具特

色、最能让北大人感到温暖的学术文化中心。

（三）修缮遵循最小干预原则

历史建筑的保护性修缮遵循最小干预原

则，在保证实用性的同时兼顾历史和未来，最

低程度拆改、最大程度保留记忆。北大对校内

历史建筑保护和修缮严格按照北京市历史建筑

相关保护制度要求，在修缮方案编制过程中遵

照相关要求明确在不改变原建筑高度、不改变

建筑面积、不改变建筑外轮廓、不改变原有建

筑风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功能需求进行更新改

造。要求在外部空间文脉、保护红线、建筑高

度天际线等各方面，改造前后保持一致。

对已不符合当前建筑设计和使用等相关规

范标准的历史建筑，在改造中，注重充分保障

使用安全性，通过结构加固、消防设施改造、

无障碍设计等，使其符合最新建筑规范和使用

需求。如电化教学楼在修缮改造前由 13 个独

立单体拼接而成，部分区域不满足现行消防规

范要求，台阶均位于疏散通道上，高差较大，

使用不便且存在安全隐患。在修缮方案中，严

格遵守建筑保护红线，进行局部调整加固、提

高抗震和防火等级、更换门窗等，使其符合现

有规范要求；充分考虑无障碍使用需要，改造

高差过多的问题，统一室内外标高，保证新功

能流线畅通，并设置无障碍坡道。

（四）修缮方案编制做深做细

历史建筑修缮方案的编制过程中，学校管

理部门组织施工管理单位、房屋使用单位和设

计单位共同会商，在历史研究、现状调研的基

础上，力求将设计方案做深做细。

电化教学楼北立面改造前，立面窗口划分

秩序性较差、材料涂刷较随意。改造后，北立

面保留原形体平面轮廓及天际线轮廓，重新整

饬窗洞口的划分，统一立面材质，在颜色、形象、

质地等多方面做到表里如一。

燕南园 54 号楼的保护修缮工作从外到里

做深作细。对建筑有价值部位进行严格保护，

针对有价值部位的现状问题，制定妥善修缮方

案；对于外部生态环境，进行细致调研和保护

恢复；对于内部修缮细节，制定具体维修方案。

如针对小楼内部糟朽、开裂、变形、油漆脱落

的木质栏杆，对空洞进行钉眼、对松动部位进

行打腻子封堵，拆除与木桩连接不稳的栏杆重

新安装并固定；根据建筑功能调整，维持外墙

的风貌不变，对内墙体局部增开或封堵洞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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