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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建设需留住历史气息 
——以京津冀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为例 

2013年03月20日 14: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29期  作者：陈旭霞  浏览： 次 我要评论  字号:大 中 小   

  【核心提示】延续老街的历史味道，重新焕发老街的商业功能，学会适应市场又不迎合市场，利用

自身所具有的各种资源，与文化创意结合，形成品牌集群效应，这是老街与时俱进的重要因素。成功的

老字号应当在固有文化基因基础上创新内涵，提炼时尚元素，和现代人的消费诉求与生活方式接轨，这

是盘活和发展老街的关键。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研发新产品，全面提升老字号的

整体形象和品牌价值，老街才能可持续生长。 

 

 

  坐落在京津冀各个都市中的老街，既是珍贵的物质存在，更是无以替代的精神情感的存在，这是老街的意

义，也是今天我们深读、保护与建设它的意义。 

  20世纪以来，随着京津冀科技、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化的繁荣，三地老街结合各自的实际，在整体风貌保

护、重要节点修复、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内涵挖掘方面开展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这些探索和

实践不仅对京津冀老街及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的拓展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也为京津冀城市群乃至中国城市的

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 

  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的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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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地域特色，是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之脉。老街的历史文化气息是城市自己的精神。德国斯宾格勒在

《西方的没落》中认为，将一座城市和一个乡村区别开来的不是它的范围和尺度，而是它与生俱来的城市精

神。这种精神像清泉流水，浸润着城市人的精神发育、气质涵养。在开发中尊重文化、尊重历史，这是老街文

化保护与建设应该遵循的原则。 

  复兴老字号，是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之本。老街上的老字号是一条老街存活的历史和文物，它承载着老街

人的情感、老街的文化和历史。在更加重视和倡导文化多样性与独特性的当今社会，如何恢复或再现老街上的

老字号？老字号又如何提升区域内商业的整体品质，开发特色商品，传承商业文明？坐落于塞北张家口的武城

街，从老字号兴起到商业步行街的辉煌实践，给京津冀老街的拓展留下了诸多启示：延续老街的历史味道，重

新焕发老街的商业功能，学会适应市场又不迎合市场，利用自身所具有的各种资源，与文化创意结合，形成品

牌集群效应，这是老街与时俱进的重要因素。成功的老字号应当在固有文化基因基础上创新内涵，提炼时尚元

素，和现代人的消费诉求与生活方式接轨，这是盘活和发展老街的关键。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根据市场

需求，研发新产品，全面提升老字号的整体形象和品牌价值，老街才能可持续生长。 

  与现代相结合，是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之韵。在不改变老街历史文化遗韵的前提下，努力寻求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明的结合点，把现代生活方式巧妙“引渡”到老街中，实现老街文化价值的传承，北京南锣鼓巷的做法

值得借鉴。以人为本，在保护好文化遗产的同时，尊重文化遗产所在地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是老街文化的发

展之本；吸引具有创意潜质的人才，将其有机地组织并提升集体创造力，进而促进创意活动更密集地发生是老

街保护与发展的关键。 

  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的问题分析 

  当前，京津冀老街虽然有些已形成了一定特色和知名度，但文化内涵显得比较单薄，文化魅力尚不突出。

尤其是近年在政策因素和经济因素驱动下进行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的快速推进，京津冀的老街面临着一些保护

与建设方面的共性问题。 

  认识模糊，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要素难以把握。目前，在京津冀三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将

老街建设认同为对老街中古建筑的改建，故而在老街中大拆大建；二是由于害怕担负“破坏”的责任，认为老

街文化保护与建设的要素是“全面的”，对老街不拆也不动。特别是对文化遗产缺少敬畏感，对文物保护缺乏

法律意识，对城市发展缺乏大局意识和战略眼光，导致了老街的衰败甚至消亡。 

  盲目开发，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过程难以操作。由于一些地方政府限于资金问题，往往借助于开发商，而

开发商往往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打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招牌，采取大拆大建的模式，又由于政府对开发商

制约乏力，从而使许多老街在创造财富的涂抹中逐渐消失。更为重要的是，有些地方没有将老街文化保护和建

设与城市发展有机结合，或者仅仅将老街文化保护和建设作为经济主导下的品牌工程和发展旅游的一种资源，

过分强调老街的经济效应，而忽视或破坏了老街的文化价值。 

  急功近利，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机制尚不完善。目前，京津冀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在

决策机制方面，老街规划建设究竟由城市哪一级部门主管，难以说清。在资金机制方面，政府投入资金严重不

足，同时又缺少对其他投资融资渠道的奖励与补偿，引资较少。在立法执法机制方面，国家层面的老街保护相

关立法缺乏，京津冀三地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尚没有明确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在人才机制方面，老

街文化保护与建设缺少相应的人力资源支撑。 

  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的对策建议 

  老街文化资源是隐藏在京津冀城市群的“富矿”。如何开发这座“富矿”，使之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一种

新资源；如何在社会变革中守望好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延续老街的历史和文化长度；如何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

经济建设之间找到平衡，凸显京津冀城市群的文化身份，促进文化个性的成长？以下三方面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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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科学发展，把握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的要素。这需要我们对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的构成要素进行综合利

用分析，让这些元素在构建京津冀三地的文化街区中得到充分渗透。同时，我们要更新老街文化保护的旧有观

念，提升老街文化品位，形成集民俗文化体验、创意设计、文化演艺、旅游休闲等业态于一体的发展格局，大

规模开展京津冀区域内老街资源的系统考察。 

  2.以人为本，优化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的过程。即要建立保护传承机制，实现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和京津

冀城市群文化建设的辩证统一；建立创新工作机制，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实施京津冀老街文化品牌战略。 

  3.可持续发展，完善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的机制。在决策机制上，关键是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社

会各界对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的参与作用，避免多头管理；在融资机制上，关键是要创新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

的融资模式，采取多渠道筹措资金；在立法机制上，关键是为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活动创造相应的法律保障体

系；在人才机制上，关键是加强对主管的各级领导的培训，提高他们对老街文化保护与建设的自觉性。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燕赵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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