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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研究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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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69 年列宁格勒市委员会颁布 120 号文件《关于历史、建筑

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的事项》，确定了新的列宁格勒市（今圣

彼得堡市）联合保护区方案。时至今日，历经 50 年的调整与修

订，圣彼得堡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形成了一套完

整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介绍其保护制度 [1]、 

经验 [2] 以及实践 [3] 为主，涉及具体保护实施的研究较少。本文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梳理圣彼得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历程，并从

遗产构成、保护区划、保护内容等方面进行解读，探求圣彼得堡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思路，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思考。

2002 年俄联邦№ 73-ФЗ法律文件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做

了界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是为了保护历史环境中历史文化遗

产而建立的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包括保护区、建筑和经济活动调

节区和自然地貌保护区，或者是联合的保护区，以确保数量众多

的文化遗产的保护。

1  圣彼得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沿革

“保护区”这一概念最早是在 1948 年苏联部长级会议《文

物保护措施改善》上提出的 [4]。1960 年代中期至今，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和实践的发展丰富了这个概念，不仅仅包含单一古迹

的历史价值，还包括历史建筑环境以及与古迹相关联的人工和

自然环境。

1.1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初步建立阶段
1969—1989 年是保护区初步建立阶段，该阶段文化遗产的

保护逐步从建筑单体发展到遗产区域的保护，1989 年圣彼得堡

历史中心区正式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66 年列宁格勒市（今圣彼得堡市）总体规划中加入了联

合保护地带 [5]。1969 年列宁格勒城市执行委员会颁布了 120 号

文件《关于历史、建筑以及文化保护区的事项》，该文件确定了

新的列宁格勒市联合保护区方案 [6]。1972 年列宁格勒城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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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原有保护区之外的古迹保护区文件，内容

包含古迹的确定、安置、记录以及保护区划定 [7]。1986 年颁

布了一系列的城市总体规划中考虑到古迹的密度，密度对原

有保护区的边界提出了彻底改变的要求，对原有边界进行了

调整 [8]。1988 年颁布了列宁格勒市 1045 号决议《关于列宁

格勒市中心地区历史文化古迹联合保护区边界确定》，扩大

了原有的城市历史中心保护区边界 [9]。

1.2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规模扩张阶段
1990—2005 年是保护区规模扩张阶段，该阶段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区不断纳入新的文化遗产，区域面积和边界不断

调整。

1989—2003 年期间圣彼得堡郊区历史保护区规划得到

部署 [10-13]，该规划通过建立临时相关法规来实现。涉及区域

包括：早期别墅区域、行政区（维堡区、喀琅施塔得区、红

村区、彼得格勒区、罗莫洛索夫区、疗养区、普希金区和巴

普洛夫区）以及村镇（乌什科沃、列宾诺、索尔涅奇诺耶

和佩索奇诺耶村镇）。由于纳入新的保护区域使得原有保护

区规模不断地扩大，与此同时对原有边界进行了调整。2005
年重新制订了圣彼得堡市总体规划 [14]。同年颁布了圣彼得堡

市 789-99 号文件《关于圣彼得堡市总体规划中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区边界设置》，其内容主要是制定新的保护区。该文件

对位于圣彼得堡市郊区保护区经过多次验证，从根本上减少

了城市中心部分的保护区，并在原有的区域内加入了调节建

筑联合区 1 类。

1.3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保护条例建立阶段
这一阶段是保护区保护条例建立阶段，从 2006 年至今，

该阶段建立了保护条例并进行了修订。

2009 年圣彼得堡市颁布了 820-7 号文件《圣彼得堡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区边界和区内保护条例以及对城市总体规划和

圣彼得堡区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边界的修订》，该文件提

出了保护区保护条例，对保护区内城市建设和历史文化遗产

做了明确规定 [15]。2014 年圣彼得堡市颁布 417-65 号文件《关

于“圣彼得堡文化遗产保护区边界和区内保护条例以及城

市总体规划中圣彼得堡区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边界”的修

订》，该文件对已有保护条例的保护条例进行了修订 [16]。

时至今日，圣彼得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经历三个阶段，

从保护区初步建立阶段，经历保护区规模扩张阶段，到保护

区制度建立阶段，最终形成了囊括大量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区（图 1）。

2  “从整体到要素”遗产构成的完整认定

2.1  遗产整体分类
圣彼得堡市共有 1 000 多处文化遗产，主要以雄伟壮观

的历史建筑群为主，并把宽敞笔直的街道、宽阔的广场、花

园、公园、河流和众多分支、码头、桥梁、围栏上的装饰花

纹和雕塑等等也纳入了遗产范围。其历史建筑群的构成相当

丰富，囊括了不同时期建筑风格的特征：古典主义、俄罗斯

主义、折衷主义、现代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等。这些宏伟壮观

的建筑一方面是由俄国建筑师吸纳欧洲建筑风格建造，另一

方面则由来自欧洲的建筑大师们亲自打造，例如由意大利建

筑师里纳尔迪打造的豪华大理石宫。这些历史悠久风格迥异

的历史建筑和其他遗产构成了圣彼得堡市的文化遗产。

圣彼得堡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从历史要素的视角对上述

文化遗产进行了分类，建立了“规划与景观历史要素”认定。

该认定包括三个部分 ：城市规划框架历史要素，即城市早期

规划、边界、景观绿化和墓地；地貌历史要素，涉及与早期

城市建设的空间载体和视觉空间关系，即城市早期建设所依

托的自然地貌，以及由这些所构成的视觉上的空间关系 ；而

第三类要素是历史阶段内形成的独特历史环境特征，即文化

遗产在历史阶段内所处环境中街道、建筑、地貌等等所构成

的协调比例和关系。

2.2  遗产要素界定
圣彼得堡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在遗产要素的分类基础上

对每个遗产要素内涵进行界定，明确遗产要素保护的具体内

容。宏观层面上囊括城市路网组成和河道沿岸，明确落实对

规划架构要素有关的建筑、林荫道和绿化等历史轮廓的保护；

除此之外，还包括中观层面上的街道正面和空间轮廓和微观

层面的装饰工艺（墙面染色、抹灰与石料），以及各类环境

要素之间的构成比例（通道与墙的比例等），甚至详细地提

出街道正面具体组成，明确落实了集中于整体的建筑特征和

密度、完整的建筑正面、普遍的建筑高度和建筑顶端设置等

的保护（表 1）。

图 1  圣彼得堡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构成演变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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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综述 

3  基于遗产特征的多级保护区划

3.1  基于遗产密度的第一级划分
圣彼得堡市首先根据遗产密度划分为历史中心区和历史

中心以外区域，历史中心区是历史遗产众多、相互毗邻的区

域，建立在彼得格勒区、瓦西里岛区、海军区和中央区等行

政区之上，把四个行政区内的所有文化遗产划为历史中心区，

并对区域内的所有遗产进行整体上的保护区划分。而历史中

心以外区是遗产数量相对较少、零散分布的区域，建立在维

堡区、加里宁区和莫斯科区等其他行政区之上，并把各个行

政区内的遗产划为历史中心以外区，并对遗产单体进行独立

的保护区划定。

实质上，圣彼得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历史中心区的划

定打破了行政区边界，把相互毗邻的遗产归类形成一个遗产

众多的区域 ；而历史中心以外区则是由多个遗产所在行政区

所构成。这样形成两种不同的遗产区域 ：遗产集中分布的高

密集区和遗产分布相对分散的低密度区。

3.2  基于遗产建造年代的第二级划分
在圣彼得堡市历史中心区内部根据遗产年代划分为保护

区与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保护区内主要是城市初期历史

建筑，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主要是近代历史建筑以及现代

建筑。其划分依据是遗产的建造年代，历史中心区保护区为

发源最早的建筑，按照遗产建造的时间演变过程逐步向外划

分，形成了圈层式保护分区（图 2）。圣彼得堡世界文化遗

产位于保护区的核心区域（表 2）。历史中心以外区内部的

划分依据同等于历史中心区，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根据保护

需要增加了自然地貌保护区。以莫斯科区为例，其遗产构成

包括莫斯科大街和普洱科沃尔天文台，其保护区划包括保护

区、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和自然地貌保护区（表 3）。
实际上，第二层级保护区划是依据城市历史发展中建筑

的扩张脉络进行的划分，其把不同时期建筑群落通过建造的

年代进行区分，形成了不同时期城市发展的遗产区域，使得

遗产保护中的遗产空间和时间得以结合，明确了不同空间位

置的遗产时间属性，使得不同时期遗产区域得到针对性保护。

3.3  基于遗产分布与区域特征的第三级划分
历史中心区保护区北至彼得要塞，东至瓦西里岛大街，

南至特罗伊茨基大街，西至涅瓦河畔。其内部根据遗产的分

布情况划分为保护区Ⅰ和保护区Ⅱ。其中，保护区Ⅰ内主要

是相互毗邻的文化遗产，囊括了历史要塞、名人故居、皇宫

表 1  规划与景观历史要素界定

一级类 二级类 要素界定 具体内容

规划框架

历史要素

历史规划框架 堤岸、大街、街道、广场、小巷和通道 敷线（建筑、林荫道和绿化的历史轮廓）

历史土地边界 历史地籍测量 各个地块的空间基础以及周边环境

历史绿化地带 城市建设典型的绿化带（并未纳入文化遗产） 原有的位置和用途以及周边环境

历史墓地 历史埋葬地 名人墓地

地貌历史

要素

城市轮廓
建筑立面与所处区域背景比例、占据主要影响

的建筑群

对城市轮廓有影响的建筑群

基础视觉方向 视觉方向 从固定远处视觉感知建筑要素和地貌的方向视觉方向

全景 全景和基础广场以及其道路 保证六公里的可见度（对结合背景的景观）

城市地貌外观 城市景观与载体的外观 保护两者之间的相对比例

开阔城市空间完整复

合系统

河流、桥梁、沿岸建筑立面、建筑前广场、大

街和街道前广场

空间立体构图、大小建筑立面、建筑之间的比例、绿化系统以及纪念碑

有价值历史环境区域 含有部分遗产的区域 空间立体构图、大小建筑立面、建筑之间的比例、绿化系统以及纪念碑

历史环境

特征

整体历史环境特征
街道正面、城市空间轮廓、建筑之间比例以及

立面装饰

由街道正立面、广场、河道沿岸和历史绿化地带构成的比例 ；地平线的分隔、

轴线构成、通道与墙的比例；建筑墙面的染色、抹灰、自然石料的镶面等

区域历史环境特征
相邻建筑高度、立面和相互关系所构成的局部

环境特征

区域建筑特征、密度、立面的连续、高度、风格的均质性、建筑顶端要素比

例等

注：上述要素中有灭失的部分，文本中提出复原要求。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件翻译整理绘制

图 2 圈层式保护分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图例

保护区
建筑与经济活动调节区Ⅰ
建筑与经济活动调节区Ⅱ
建筑与经济活动调节区Ⅲ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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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例如彼得要塞、物理学家瓦维洛夫故居、冬宫等；而保

护区Ⅱ是零散分布的独立文化遗产，主要是宗教建筑和历史

公园，例如瓦西里大公教堂、伊萨基辅教堂、胜利公园等。

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北至沿河大街，东至诺沃契尔卡

斯克大街，南至莫斯科大街，西至造船师大街。建筑和经济

活动调节区内部根据区域特征划分为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

Ⅰ、Ⅱ和Ⅲ。其中，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Ⅰ是沿用早期城

表 3  莫斯科区保护区划

历史文化遗产 二级类 三级类

莫斯科大街

保护区

保护区Ⅰ

保护区Ⅱ

保护区Ⅲ

保护区Ⅳ

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

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Ⅰ

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Ⅱ

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Ⅲ

普尔科沃天文台 自然地貌保护区
自然地貌保护区Ⅰ

自然地貌保护区Ⅱ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件翻译整理绘制

表 2  保护区划及其划分依据

保护区划 划分依据

一级 历史保护中心区 历史保护中心以外区 遗产密度

二级 保护区 建筑与经济活动调节区 保护区 建筑与经济活动调节区 自然地貌区 遗产建造年代

三级 保护区Ⅰ 保护区Ⅱ 建筑和经

济活动调

节区Ⅰ

建筑和经

济活动调

节区Ⅱ

建筑和经

济活动调

节区Ⅲ

保护区

Ⅰ

保护区

Ⅱ

… 建筑和经

济活动调

节区Ⅰ

建筑和经

济活动调

节区Ⅱ

… 自然地貌

保护区Ⅰ

自然地貌

保护区Ⅱ

遗产分布与区域

特征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件翻译整理绘制

市建设格局，包括历史规划框架、街区建筑和土地划界等 ；

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Ⅱ是由不同类型的街区构成，内部存

在着未形成完整环境的区域片段，该区域介于文化遗产、脱

节的历史建筑、现代建筑和工业设施区域之间（图 3）；建

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Ⅲ主要是现代建筑，从该区域可以肉眼

感知城市历史总体建设以及文化遗产（图 4）。
实质上，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Ⅰ是历史中心区的延

伸，其沿用了历史中心区的历史规划框架、街区建筑风格

和土地划界等。而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Ⅱ是未完整形成

整体环境的区域，其介于文化遗产区域和现代建筑之间。

而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Ⅲ是现代建筑区域（图 5）。而历

史中心以外区的第三层级划分只是依据零散分布进行分类，

不同于历史中心区第三层级划分。通过不同的层级的保护

区划分，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遗产区域为后续分区保护制度

的建立提供了载体。

4  基于遗产构成的分区保护措施

圣彼得堡市在保护区划的基础上建立不同区域内的遗产

保护条例，该制度从最根本的遗产保护细节出发制订了详实

的保护内容，使得保护得以具体落实和开展。

4.1  基于遗产群落的分区设置
圣彼得堡市通过建立保护条例来实现对遗产的保护，该

制度是在保护区划基础上针对各类遗产区域建立了不同的保

图 3  保护区Ⅰ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图例

保护区
建筑与经济活动调节区Ⅰ
建筑与经济活动调节区Ⅱ
建筑与经济活动调节区Ⅲ

N

图 4  保护区Ⅱ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图例

保护区
建筑与经济活动调节区Ⅰ
建筑与经济活动调节区Ⅱ
建筑与经济活动调节区Ⅲ

N

图 5  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Ⅰ、Ⅱ和Ⅲ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图例

保护区

建筑与经济活动调节区Ⅰ
建筑与经济活动调节区Ⅱ
建筑与经济活动调节区Ⅲ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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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条例，其内容包括：禁止、允许、限制、必须和特殊等五

类条例，通过对不同遗产区域的五类条例调整达到分区保护

的目的，保护内容主要参考各个区域内遗产特征进行有针对

性的区域保护内容制定。

实质上，不同区域的五类条例内容也并不完整相同，均

是根据区域内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内容的制定，并针对不同

的遗产区域实施不同的条例内容。对历史中心区中遗产密集

的保护区Ⅰ实施了五类保护条例，而对遗产相对分散的保护

区Ⅱ未设置特殊要求，而对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实施了相

对宽松的保护条例 ；而历史中心以外区仅有禁止、允许两类

保护条例，以及建立了各个行政区内的特殊要求，相对历史

中心区，历史中心以外区实施了更为宽松的保护条例（表 4）。

4.2  遗产要素的区域性保护措施
圣彼得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针对各个保护区内的所有遗

产要素制定区域性的保护内容，达到了区域内所有遗产要素

的完整保护效果。该保护措施并非针对每一个遗产要素进行

具体的保护内容制定，而是通过建立区域性的保护内容，达

到对区域内每个遗产要素的保护。圣彼得堡市历史中心区中

保护区Ⅰ、Ⅱ保护条例保护措施主要是对遗产客体以及遗产

客体的所在区域的土地利用与建设进行了分类规定，具体到

影响到遗产保护的各个细节，涉及遗产区域内的临时建筑、

装饰性设施、建筑楼顶建设高度和建筑正立面要素构成等多

个方面，以及遗产之间的空间关系。其保护的不仅仅是遗产

还涉及了遗产所在区域的景观全貌（表 5）。
历史中心区以外的保护条例总体上对保护区、建筑和经

济活动调节区、自然地貌保护区制定了禁止和允许条例，并

对其他行政区下属区域内保护区、建筑和经济活动区调节区、

自然地貌保护区制订了特殊条例。以莫斯科区为例，分别对

区域内的莫斯科大街和普洱科沃尔天文台两个遗产周边不同

距离区域的建设高度以及建筑间距进行规定，保护了遗产所

在区域的景观全貌（表 6）。
圣彼得堡市遗产保护内容针对遗产保护提出了具体的保

护条例，涵盖了与遗产保护相关的土地利用与开发建设，从

建筑细部到区域的景观全貌都得以保护。实质上，保护内容

制定受到遗产内涵构成认识程度的影响。对于不完全认知的

遗产构成是无法提出细致的保护内容。

5  结语

5.1  圣彼得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总结
圣彼得堡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首先从整体上对遗产进行

梳理并分类，建立了“规划与景观历史要素”认定，明确哪

些遗产要素需要保护及其具体的保护内容，从遗产元素的保

护细节到整体的保护数量和种类都得以考虑，为遗产的完整

性保护提供了依据。其次，根据不同层级的遗产特征建立了

层级式保护区划，为后续不同特征遗产的分类保护提供载体。

最后，在保护区划和遗产构成的基础上制定了分区保护措施

表 4  保护条例

一级类 二级类 保护内容

历史中心区 保护区Ⅰ 禁止、允许、限制、必须等条例

以及特殊要求

保护区Ⅱ 禁止、允许、限制、必须等条例

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Ⅰ 禁止、允许、限制、必须等条例

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Ⅱ 禁止、允许、限制、必须等条例

以及局部区域特别要求

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Ⅲ 允许、必须等条例

历史中心以

外区

保护区 禁止、允许等条例

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 禁止、允许等条例

自然地貌保护区 禁止、允许等条例

各行政区 特殊要求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件翻译整理绘制

表 5  圣彼得堡市历史中心区中保护区保护制度内容节选

条例 保护措施

禁止条例 大尺寸的临时建筑布置（面积超过 40 m2 的夏季自动售货小吃店，

其他面积超过 6 m2 和高度超过 3.5 m 的布置），符合指定内容 1

保护条例的城市开阔区域建筑，除了临时建筑（在公开措施进行

期安置，并符合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政府机构的决定）。该决定的

形成由圣彼得堡政府组织

允许条例 区域装饰性设施符合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政府机构的决议：开放式

汽车停车场布置，售货亭、亭子（更衣室）、敞篷的建立；小型建

筑形式、典型广告和报纸陈列架；独立地放置广告构成的广告板

尺寸（宽 / 高）：0.9/1.2 m ；1.2/1.8 m，广告和信息台座的广告版

尺寸（宽 / 高）：1.4/3.0 m；在历史建筑和房屋、道路标识的立面上，

信息构成累计布局面积不能超过 10 m2，在保证保护文化遗产集合、

历史建筑、有价值规划要素和景观构成（符合现有的保护条例内

容 1 的规定）的前提下。该决定的形成由圣彼得堡政府组织

限制条例 街道正面，在城市开放空间（保护条例内容 1 中的规定），保护

历史建筑现存高度，对于其他——到屋檐和房顶的高度不能高于

紧邻大楼正面的最小高度；

在其他区域——到屋檐高度要符合该环境区域的历史环境特征

（符合现有的保护条例内容 1 的规定），到房顶的高度限制房顶

倾斜角度 30°

必须条例 在建筑正立面修建时的建设 ：消除分离要素（空调机、镶有玻璃

的凉台等等）；

建筑决议、窗户尺寸和门孔洞的调整（有序化）

注：  鉴于保护条例内容极其庞杂，受制于篇幅所限，难以完成逐条地

阐释，所以提取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阐释。以历史中心区中保

护区保护为例，提取禁止条例中的第З条、允许条例中的第Е条、

限制条例中的第 А 条、必须条例中的第 Б 条。通过选取具有代

表性的条例，以期解读出保护制度内容的特点。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件翻译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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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5.2  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1）遗产构成的认知

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在遗产认定的过程中，忽略与

遗产有关的历史要素和环境。不完整的遗产构成会造成保护

的遗漏，使得遗产的遗漏部分在保护中不断地遭到破坏，破

坏了遗产的原真性，使得遗产价值大打折扣，在后续的遗产

利用中，遗产全貌的美丽是无法得以展示。在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的建设中应考虑到与遗产有关的历史要素和环境的重要

性，并对其进行认定。

（2）保护区划的制定

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致力于宏观的把握，从城市总体

上采取措施，从全局加以控制。微观层面上忽视了遗产本身，

并未考虑遗产的区域性特征 [18] ；而圣彼得堡实施基于遗产特

征的保护区划，使得特征不同的遗产区域得到针对性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开展不单单从上层制定各类规章制度还

有要考虑到遗产本体，制定宏微观相结合的保护区划。

（3）保护措施的内容

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多为指导性的保护策略，较

为含糊的指导性保护在实际保护中无法直接进行操作。另外

不同遗产保护工作人员对指导性保护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加

大了保护实践的操作难度，而圣彼得堡建立了保护条例，该

规范并非一概而论的保护内容，而是针对不同特征的遗产区

域实施不同的保护内容，直接落实到遗产单体的保护与开发，

更具操作性，使得遗产保护得以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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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思路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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