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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奥地利？
不，是广东
世界文化遗产哈施塔特镇被全盘山寨
专家：“抄袭”不值得推崇

要看到山坡中隐约可见的欧式钟塔和洋楼，还需要穿过一段尘土飞扬
的硬路面；尽管仍面临“破坏环境”的指责，建成的“洋镇区”却因为色彩鲜
明、风格独特，成了“旅游点”。

“五矿·哈施塔特”——中国企业和作为联合国文化遗产的奥地利小镇的
“混搭体”，出现在广东惠州博罗县郊外的山坡上。种种迹象表明，由于“钱
景”看好，这个“洋小镇”并不在意种种非议，“仿别人的建筑，让大家说去吧”。

一年以前，当全球媒体聚焦投资 60 亿
元、号称打造“全国首个奥地利风格的旅游
独家风情小镇”的“五矿·哈施塔特”项目时，
人们大多在质疑这个项目是否涉嫌侵权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的奥地利小镇哈施塔特。

今年 6 月 1 日，当奥地利驻广州总领事
馆商务领事伍骏霆和奥地利著名小镇哈施
塔特的镇长亚历山大·斯约茨携手出现在

“五矿·哈施塔特”举行的文化交流活动仪式
现场时，中国五矿建设惠州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史凌云感到自己绷了快一年的“弦”多少
可以放松下来。

代表“官方态度”的伍骏霆说，作为奥地

利的公民，“我们对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有一
个奥地利风格的小镇感到荣幸”。

不过，在很多参观者看来，这个房地产
项目的真实面貌和此前一些媒体报道的“按
照原样和原尺寸复制”哈施塔特的说法并不
相符。

“这里看上去的确很‘欧洲’，给人感觉很
好，但是我想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应该不止这
点水平，而且我们这里也不可能有雪山。”正
在社区售楼现场参观的博罗县居民李婷说。

史凌云说，“五矿·哈施塔特”项目并不
是照搬奥地利哈施塔特镇，而是借鉴了包括
哈布斯堡在内的奥地利一批城镇的建筑特
点。

“门槛”消失的同时，原本激烈的文化争
议正在变成多方“共享”的巨大商业利益。

史凌云说，目前已有一批婚纱摄影、酒
吧等项目确定入驻，未来还将引入更多成熟
商业品牌；而随着“奥地利特色”不断完善，
不排除这个项目未来成为珠三角地区一个
新的旅游热点。“现在，我不能说争议越多对
我们就会越好，但我觉得这一点的确比较有

‘意思’。”
奥地利哈施塔特小镇显然也认为自己

会从争议中受益。伍骏霆说，2005 年，只有
47个中国人到过哈施塔特，而在“抄袭”争议
出现的2011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了8700
人，增长了 185倍。他说：“这种发展是出乎
意料的，也给这个地区带来了重要的经济收
益。我们愿意这样的发展一直持续下去。”

绕开了门槛，又开始获得收益，房地产
市场从“五矿·哈施塔特”接收的信号，似乎
全部都是积极和正面的。

然而，正是这一点也让很多人感到忧
虑。

史凌云坦承，五矿建设选择奥地利风格
并获得“成功”，纯属偶然。“最初就是觉得英
美风、法国风、西班牙风、意大利风，甚至澳
大利亚风格都有了，我们找来找去，就剩下
奥地利风格还不多见。说实话，我们完全没
想到会产生这么多后续效应。”

在一位国内房企总建筑师看来，正是这

种随便照搬一下欧美建筑样式就能取得成
功的模式，凸显了当前我国房地产文化消费
的不正常之处。

“从国外的建筑中吸取一些经验是无可
厚非的。但是我们必须尊重本国的历史，在
建筑形式上不要照搬照抄，要在借鉴其他建
筑的基础上有创新，有自己的格调。”他说。

知名建筑师马岩松认为，原样复制奥地
利小镇的做法并不可取。“西方小镇的人文
条件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而是经年累
月慢慢形成。我们同样如此，只有静下心研
究才谈得上原创。”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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