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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专项研究及西安实践
□　姜　岩，孙　婷，董　钰，赵雅倩，杨斯亮

[ 摘　要 ] 文章首先根据国家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管理的相关要求，剖析了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制度。其次，以文化地理学、城市历史景观、文化遗产空间等与历史文化保护相关的理论为支撑，构建了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工作的总体框架，主要包括：立足于区域遗产观，识别历史文化遗产价值；根据城市历史景
观理论构建文化生态保护格局；以文化遗产空间为核心塑造魅力国土空间；以“一张图”为基础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最后，
将该框架引入西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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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ly, the paper analyze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stitution in China with respec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in strengthening historic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Then, back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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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从空间信息处理、遗
产保护管控、保护类规划编制审批、相关区域用途管
制和规划许可等方面提出遗产保护管理的专项要求。
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提
出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体系，要求系统、完整地保护城乡文化遗产，

0引言

2019 年以来，随着国家部委机构的调整，规划体
系发生变革，空间规划进入新阶段，国土空间规划“四
梁八柱”的构建体现了生态文明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改
革的深层次要求。2021 年 3 月发布的《自然资源部 国
家文物局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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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形成完善的管理体制。
国土空间规划顶层制度框架的创新

和改革意味着我国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新
阶段，历史文化空间作为彰显城市特质
的核心标识，有助于构筑国家文化安全
的底线，对其进行合理保护与科学管控
是实现国土空间高质量保护开发的重要
保障。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在新时
期转变保护理念、重构保护体系，实现
历史文化空间与三生空间的融合，是国
家实现文化复兴历史使命的重要环节。

1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
剖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遗产保护历
程大致经历了 3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49 ～ 1980 年，以文物保护为重点，核
心目标是保护遗产本体不被损毁破坏；第
二个阶段是 1980 ～ 2000 年，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制度逐步形成；第三个阶段是
2000 年至今，该阶段历史文化名城—历
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街
区—文保建筑的保护体系逐渐形成 [1-2]。
本文围绕国土空间规划“五级三类四体
系”，从制度标准、法规政策、规划编制、
实施监督 4 个维度，对我国遗产保护制
度进行剖析。

1.1 制度标准维度
近 40 年来，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管

理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申报制度。然而，
这一制度的单向性使其难以应对新时期
“构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
目标任务。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城市建
设与历史文化保护脱节，且遗产保护工
作欠缺实施性和落地性。只有将遗产保
护制度上升至国土空间发展战略决策层
面 [3]，实现自上而下的逐级传导，才能
解决遗产保护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1.2 法规政策维度
2008 年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条例》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的纲领性文件，国家以此为主干，相
继出台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
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等法规、规章，
规范并指导文化遗产的各项保护工作。
然而，编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
或规范性文件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仅占
30%，已编制并实施的名城大多存在层
级不健全、时间滞后、执行性弱等问题。

1.3 规划编制维度
保护规划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文化遗产进行
保护管理、推动项目实施的重要技术支
撑。2019 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标准 (GB/T　50357—2018)》的实施为保护
规划的编制提供了新的依据。在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下，应进一步加强遗产保护
传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将名
城保护融入城市发展战略 [4]，充分发挥
文化遗产在全域国土资源配置中的引领
作用。

1.4 实施监督维度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具有较为

突出的公共政策属性，横向的多学科统
筹与纵向的全流程贯穿至关重要。1982

年至今，我国已有 50% 左右的历史文化
名城设置了“保护委员会”等市级领导
机构，切实提高了政府统筹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利用的效力。然而，面对“一年
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国土空间体检
评估机制，历史文化遗产的实施监督机
制仍需进一步健全。

2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

在国土空间全域全要素的规划编制
工作中，历史文化专项规划对城乡文脉
延续、环境风貌管控、地域特色凸显等
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在把握国土空间内
涵和规律的前提下，本文对相关理论基
础进行了梳理。

2.1 文化地理学理论发展与研究
动态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科体系下
研究人地文化空间的分支学科，侧重于
研究某一地域内，整体文化与各要素的
形成、发展演化规律和空间组合形式，
从而揭示文化现象的特征及其与地理环
境的关系 [5]。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地理学家索

图 1  time-line 视角下“城市历史景观”的关键词聚类研究进程示意图

0 城市形态 

1 城市景观 

2 景观方法 

3 城市更新 

4 历史文脉 

5 保护 

6 城市设计 

7 人文景观 

8 城市特色 

9 城市意象 

10 旧城改造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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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将文化景观纳入人文地理学研究，创
立了人文地理学中的“景观学派”。此后，
传统文化地理学逐渐形成，并形成了文
化区、文化扩散、文化景观、文化生态
和文化综合体五大研究主题 [6]。20 世纪
80 年代，以《文化地理的新方向》的发
表为标志，新文化地理学出现，该文章
提出文化具有动态性，空间只是文化形
成及产生效应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之一 [7]。

目前，文化地理学已逐渐应用于历
史文化名城领域。在理论研究方面，文
化地理学视角下的遗产保护拓展了文化
系统及文化区等研究对象。在保护方法
方面，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生
态环境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
路径逐渐成熟，并形成了《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但是，在城市
文化景观、文化系统的保护利用方面还
有待开展创新性实践 [8]。

2.2 城市历史景观理论内涵与应用
情况

城市历史景观的识别与保护，需要
统筹考虑时间维度的动态层积性与空间
维度的整体关联性 [9]。动态层积性强调
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特色及其精神内涵在

历史进程中的动态变化与累积叠加；整
体关联性强调一定区域内历史文化遗产
之间的有机联系，要求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中扩大保护视野，注重区域格局与
地理环境。

本文利用 CiteSpace 对中国知网上主
题为“城市历史景观”的 1　000 余篇文献
进行关键词聚类及时间线排序分析(图1)，
发现城市历史景观的研究表现出与历史
文化保护的高度相关性，具体集中在对

“城市形态”“历史文化”“历史文脉”“历
史街区”等主题的研究探索上。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城市历史
景观的识别。城市历史景观代表着特定
的地域人文特色，是持续进化的有机体，
与土地形成了内在的、完整的逻辑联系，
对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与传承是整合城
市遗产保护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
关键举措 [10]。

2.3 文化遗产空间相关理论与应用
情况

目前，对于文化遗产空间的内涵尚
无明确定义。本文利用 CiteSpace 对中国
知网上主题为“文化遗产空间”的 3　000
余篇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及时间线排序

分析 ( 图 2)，发现截至 2019 年，涉及“文
化遗产空间”的研究多集中在以下 3 个
方面：一是文化空间、空间分布等遗产
的特定聚集场所；二是文化遗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等资源本体；三
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手段。

2020 年以来，我国关于文化遗产空
间的理论及实践研究出现重大转折。随
着国土空间规划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学
者提出，文化遗产空间是国土空间的重
要组成部分，完整的文化遗产空间体系
是建设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基础和保障。

根据文化遗产资源对国土空间的需
求，可将文化遗产空间划分为三类：一
是文化遗产本体空间，其是刚性管控的
底线约束；二是保护协同管控空间，其
是区域生态、旅游、交通等功能的协调
拓展；三是展示利用空间，其是促进区
域经济文化发展的辐射支撑 [11]。因此，
应处理好文化遗产本体空间、保护协同
管控空间与展示利用空间的关系，处理
好文化遗产空间与生态、生产、生活空
间的关系 [12]。

3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专项工作框架

3.1 立足于区域遗产观，识别历史
文化遗产价值

区域遗产观强调延伸遗产认知的时
间脉络、扩展遗产认知的空间范围、强
化遗产认知的系统关联。其认为对遗产
的古今价值、环境价值与系统价值的统
筹，是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时空全覆
盖与要素全囊括的根本前提。

利用区域遗产观识别历史文化遗产
价值时，在时间层面，不仅要关注遗产
的古代价值，还要关注近现代及当代价
值；在空间层面，要突破“历史街区”“历
史城区”的限制，关注城市整体环境风
貌和自然山水格局，实现从市区城镇空
间到市域郊野空间的历史文化遗产全面
认知；在类型层面，应在评估文物保护图 2   time-line 视角下“文化遗产空间”的关键词聚类研究进程示意图

( 年 )

0 文化空间 

1 文化遗产 

2 数字化 

3 文化 

4 空间格局 

5 乡村振兴 

6 文化传承 

7 少数民族 

8 传统村落 

9 旅游开发 

10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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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管控的重点和难点。
本文认为，应在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中增加历史文化空间底线管控与指标
分解的相应内容，基于 CGCS2000(2000
中国大地坐标系 ) 划定文化遗产空间控制
线，实现“3+1”四线管控，并形成相应
的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积极探索“加
强底线控制”与“留有发展弹性”相结
合的有效路径。在保护遗产的基础上，
以历史文化引领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
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生活。

3.4 以“一张图”为基础实现全生命
周期管理

参考《关于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建设和现状评估工作的通知》等
相关文件可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的建设应用是实现国土空间规划动态评
估监管的核心。因此，应建设历史文化
保护“一张图”，结合城市体检评估机制，
将历史文化保护“一张图”纳入国土空
间规划“一张图”，从而满足历史文化
遗产的信息查询、辅助决策、动态监测、
保护预警等功能需求，实现历史文化遗
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目前，上海、广州、
武汉、珠海等历史文化名城均已建成“历
史文化保护‘一张图’管理平台”，并
将其作为重要图层纳入市级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完成遗产基础信息与国
土空间数据的联动，初步形成了城市治
理决策辅助分析、数据共建共享等服务
功能 [15]。

4西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成效及
问题评估

4.1 价值特征认知
不同于北京、南京等历代营城布局

基本在原址拓展、未出现大幅跨越的古
都型历史文化名城 [16]，西安的城市格局
可以清晰地体现各历史时期城址的形制
变迁和演变脉络，是古代都城文化发展
的缩影。

城址的大规模变迁造就了西安大遗
址密布、遗存跨度广的特点，而大遗址
多为夯土遗址，感知性和意向性较弱。
多年来，西安通过建设遗址公园、遗址
博物馆等方式来提高大遗址的观赏性和
可读性，但在城市文化遗产空间的识别
和认知方面仍有待加强，遗址的资源价
值尚未充分展现。例如，国土空间的地
域特色无法彰显，出现有资源、有历史，
但轻特色、轻文化的现象；城市文化旅
游产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公
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被限制。

4.2 保护要素梳理
西安拥有人类活动遗迹、都城遗址

遗迹、帝王陵寝、宫观寺庙、历史地段、
历史建筑和古树名木等物质文化遗产，
也拥有传统音乐、历史典故、传统工艺、
老地名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自《西
安城市总体规划 (2008 年—2020 年 )》开
始，西安逐渐形成“全域空间 + 多种类
型”“物质遗存 + 人文要素”的保护路
径，但保护工作存在“重法定、轻拓展”
的问题，对古镇古村、线性文化遗产等
非法定要求的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不足。

4.3 文化空间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安率先施行“保

老城，建新城”的发展战略，历经四轮
总体规划，名城保护范围从聚焦西安城
墙及其以内区域的 13.5　km2，扩展到城
市建成区的 594　km2。近年来，西安进
一步提出了“全域保护，应保尽保”的
保护思路，保护范围已逐步扩展到市域
范围。

然而，西安历史文化名城区域统筹
的研究视野仍存在局限性，目前研究范
围主要集中在市域行政区划以内。事实
上，西安在古代作为都城时的行政管辖
范围非常广泛，例如秦内史、汉三辅、
唐京兆府等区域覆盖了如今的西咸新区、
咸阳、渭南富平等地。因此，对西安历
史文化遗产空间的识别应立足于区域统

单位、历史建筑等单体遗产价值的基础
上综合考量区域遗产系统价值。

3.2 根据城市历史景观理论构建文化
生态保护格局

本文认为，根据城市历史景观理论
典型的动态层积性与整体关联性，应加
强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地理单元的有机
联系，构建文化生态保护格局 [13]。

《市级国土总体空间规划编制指南
( 试行 )》指出，应加强自然与历史文化
的协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在改
造、利用自然，以及人类经济社会互动
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通常与各类国土
空间要素相融合。因此，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下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需要进一步
分析遗产与山、水、林、田、湖、草等
不同环境要素的关系，挖掘自然地理单
元中承载的文化基因和人文脉络，建立
文化生态整体保护格局。

同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专项工作
应结合遗产廊道、国家文化公园等概念，
深入探索文化生态整体保护格局构建的
有效路径。例如，2021 年发布的《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①

将系统保护黄河文化遗产、深入传承黄
河文化基因、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打
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作
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

3.3 以文化遗产空间为核心塑造魅力
国土空间

文化遗产空间作为中华文明区别于
其他文明的核心标识，是塑造特色魅力
国土空间的核心构成 [14]，也是提升整体
国土空间质量的重要保障。

文化遗产空间一般涉及文化遗产本
体空间、保护协同管控空间、展示利用
空间等，不同于其他的空间形式，文化
遗产空间往往与城镇空间、农业空间、
生态空间相互交织。因此，文化遗产空
间的识别与管控是国土空间规划全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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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视角，充分考虑自然山水格局和历史
行政区域的关系。

4.4 管理机制剖析
2002 年，西安发布并实施了《西安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该条例成为
西安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法定依据与根
本遵循。在该条例的基础上，西安陆续
颁布了《西安城墙保护条例》《西安市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西安市丝绸
之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一
系列地方法规规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历史文化保护管理工作的标准性和规
范性。

如今，国家层面关于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不断调整，
西安名城的管理机制多是在 2015 年之前
制定的，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亦存在传
导不畅的问题，亟待更新完善。

5西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
实践

5.1 区域整体价值认知
(1) 西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

长期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例如，杨官寨、半坡等具有代表性的
史前文化遗址，体现了层次清晰的人类社
会演进史；京畿地区在周至隋唐时期孕育

了儒、释、道各家思想文化；“佛教八大
宗”中的六大祖庭②均位于西安。

(2) 西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地之
一。首先，占据西安市域面积 50% 的秦
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中华文
化的重要象征 [17]。其次，在近代民族危
急存亡之际，西安见证了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建立。最后，新中国工业体系初
创和发展时期的“156 工程”③有 17 项
在西安，奠定了工业发展基本格局。

(3) 西安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中心。
丝绸之路以西安为起点，经由河西走廊，
穿过中亚，直抵欧洲，全长 7　000 多公里，
是多种文明交流的纽带，对于文化传承、
国际合作、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有
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4) 西安是中国都城文化的缩影。周、
秦、汉、唐历代都城的选址和营建基本
遵循了“天人合一”的东方营城思想，
综合考虑了“天、地、人、城”之间的
关系，不同历史时期的都城又分别体现
了当时的政治观念、思想文化和技术发
展成就。西周丰、镐两京呈现双子结构，
城址位于西安西南沣水的东西两岸，丰
京祭祀、镐京理政，职能分明；秦咸阳
城以“形胜”选址，咸阳宫于渭水之北、
阿房宫于渭水之南，《三辅黄图》④将其
形容为“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
以法牵牛”；汉长安城览秦制、跨周法，

布局模仿南斗、北斗，历经 20 年才建成，
从规模到形制，均体现出显著的中央集权
特征；隋大兴唐长安城形成了“九宫格局、
中轴对称，里坊布局、规制严整”的都城
格局，城市规模达 84　km2，将中国古代
都城营建推向顶峰，其营城理念对东亚地
区诸多城市营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18]。

5.2 城乡文化生态格局的构建
本文根据西安“山、水、塬、田、林、

岗、池、城”相生相融的人文生态环境，
突出文化的延续性和关联性，构建多维
度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西安都
市圈范围内，结合保护体系框架，综合
考虑自然山水格局和历史环境风貌，构
建城乡文化生态格局，并将其作为市级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格局划定的重要支撑。
5.2.1 构建多维度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体系

本文综合考虑文化的延续性和关联
性，从空间分布、对象类型、保护方法
3 个维度，整合保护对象、构建保护体
系 ( 图 3)。

对于自然山水格局、历代都城遗址
遗迹等地面遗存较少、空间肌理尚存的
遗产类型注重保护其传统格局与历史风
貌；对于历史村镇、历史文化街区、历
史地段等具有一定规模的历史遗存，且
凝聚大量无形人文要素的遗产类型注重
保护其历史风貌的完整性和生活方式的
延续性；对于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和古
树名木等遗存主体清晰的遗产类型注重
保护其本体及历史环境要素；对于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进一步完善非遗传承
人制度 [19]，保护文化生态，加快建设非
物质文化遗产栖息地。
5.2.2 构建整体保护格局

通过溯源、寻根，将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的视野拓展至西安都市圈范围，综
合考虑区域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脉络，
构建“一心、两轴、两廊、三带”全时
空、全要素的整体保护格局 ( 图 4)。其中，
“一心”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核心区，图 3  西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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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背山面水、八水绕城”的自然山水
格局。应在该地区划定协同管控空间，
包括都市圈尺度需要整体保护和展示的
文化线路、非物质文化遗产栖息地，以
及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兼顾文化遗产环
境的生态空间等必要管控空间。
5.3.3 增补支撑保障空间

支撑保障空间应包括用于整体展
示、系统利用的跨区域文化遗产保护的
保障空间。例如，文化线路沿线除文物
保护界线以外的交通空间、展示游览空
间、休闲游憩空间与解说系统空间等支
撑空间 [11]。

5.4 实施管理机制保障
5.4.1 搭建信息技术平台

搭建西安历史文化地理信息平台，
将其作为开展保护、管理、宣传和体检
评估等工作的技术支撑，嵌入保护规划、
资源信息、法律法规、文史数据和查询
统计等功能模块。同时，推进文化遗产
空间管控底线的矢量化，并将其纳入西
安历史文化地理信息平台，形成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一张图”，利用该平台协
同管理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
和历史文化保护空间。
5.4.2 加强实施监督管理

一是完善法规体系，修订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条例、编制保护传承管理办法，
建立“法规—规章—规划导则”的传导路

径，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系 ( 图 6)；二是
按照“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工
作思路，制定“保护体检一览表”，明
确分项指标，做到规划实施可衡量、可
评估、可监督；三是衔接“全国城乡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相关要求，建
立市区联动的工作模式，通过“四图一
表”落实区 ( 县 )、开发区对保护内容和
措施的刚性传递，做到“保护有据可依，
破坏责任可追”。其中，“四图”指现
状遗存图、保护区划图 ( 法定 )、保护区
划图 ( 建议 )、展示利用图；“一表”指《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清单一览表》。

6结语

目前，市县层级国土空间规划历史
文化遗产专项工作尚处于探索时期，本
文结合文化地理学与城市历史景观等方
面的理论研究，以及西安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对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工作提出以下 4 个建议：一是立足于区
域遗产观，识别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认
知区域遗产整体价值，扩展保护视野、
丰富保护内容；二是基于城市历史景观
理论构建整体保护格局，关注历史文化
遗产的动态层积性与整体关联性，构筑
城乡文化生态网络；三是以文化遗产空

包括西安建城至今的城市遗存。“两轴”
指南北向城市发展中轴线和东西向文化
交流轴线。“两廊”包括串联蓝田猿人
遗址、半坡遗址等早期人类活动遗迹的
古人类遗存廊，以及向北跨越渭河至秦
咸阳城，向南串联汉长安城、秦阿房宫、
西周丰京和镐京的都城遗址廊。“三带”
即北部古遗址古陵墓保护带、中部历史
地貌河湖水系保护带及南部自然和人文
景观保护带 [20]。

5.3 文化遗产空间底线管控
5.3.1 划定文化保护空间

在各类国土空间要素中，西安的文
化遗产空间数量多、分布广、规模大，
并与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高度融合。
以中心城区为例，根据“三调”数据，
西安中心城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约为
585.61　km2，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及建
设控制地带面积约为 101.19　km2，其中与
城市建设用地重叠的面积有 97.51　km2。
因此，在历史文化遗产专项规划中，需
要在“三区三线”的基础上，增加“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线”，包含文物保护单
位保护区划、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
历史建筑保护范围等管控边界 ( 图 5)。
5.3.2 协同环境管控空间

关中历史京畿地区拥有丝绸之路、
秦岭古道、秦驰道、历史漕渠等文化线
路遗产、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

图 4  “一心、两轴、两廊、三带”整体保护格局示意图 图 5  西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线划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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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核心塑造魅力国土空间，划定文化
遗产空间控制线，增强文化遗产空间识
别管控的科学性，“守底线”与“促发展”
相结合，塑造历史文化空间特色风貌；
四是以“一张图”为基础实现对历史文
化遗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整合历史文
化遗产相关数据信息，建立历史文化保
护“一张图”管理平台，并将其纳入国
土空间“一张图”，实现历史文化遗产
的动态监管。

[ 注　释 ]
① 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该纲要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②我国佛教八大宗派的祖庭分别为：三论
宗祖庭—西安草堂寺，唯识宗祖庭—
西安大慈恩寺，净土宗祖庭—西安香积
寺，律宗祖庭——西安净业寺，华严宗祖
庭—西安华严寺；密宗祖庭—西安大
兴善寺，禅宗祖庭—郑州少林寺，天台
宗祖庭—台州国清寺。

③“156 工程”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时期建设的 156 项重点建设项目。“156
工程”中在西安布点的共 17 项，其中 15
项位于西安中心城区，2 项位于西安户县
( 今鄠邑区 )。

④《三辅黄图》又名《西京黄图》，简称“黄
图”。主要记载了秦汉时期都城的建设，
包括城池、宫殿、馆阁、苑囿、池沼、台榭、
府库、仓库、桥梁、文化设施和礼制建设
等，是研究关中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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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西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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