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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纵横谈：守护城镇文化遗存 创造美好人居生活

阮仪三

核心阅读

　　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的古镇，保存着历史传统风貌，蕴藏着深邃的技艺和文化的积淀

　　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建筑，不仅为了发展旅游事业、开展文化活动，更是为了留存城市的历史风貌和文化记忆

　　那些跨越时光陪伴我们的历史文化建筑与传统民居，体现着古人巧借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蕴藏着古老的建筑智慧，在提倡

守正创新的今天，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与转化

　　

　　古镇、城市和民居的保护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遵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保护发展城镇历史文化遗

存，关乎我们的乡愁，是我们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半个世纪以来，我参与规划保护历史城市（包括历史街区）百余座、古村镇70

余个，见证和参与了当代中国城镇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这期间积累的经验，或将对未来的城乡建设和文化传承有所助益。

　　原样修复，整旧如故，保护好我们的古镇

　　提到城镇文化遗产保护，人们往往最先想到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的古镇。这些古镇至今保存着历史传统风貌，蕴藏着丰富深厚的

文化积淀。它们不仅是中国的建筑遗产，有些还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比如江南水乡古镇善于因借自

然，多临水成街、因水成路、依水建屋。整体来看，我国古镇房屋多是两层厅堂式的砖木结构，鳞次栉比，或前店后院，或上宅下

店，过街骑楼、驳岸石栏疏密有度。不同古镇因循各自水土，拥有不同风俗习惯和特色物产。

　　在古镇保护工作中，我主张原样修复，整旧如故，以存其真，反对假古董。我具体提炼为“四性”：原真性、整体性、可读

性、可持续性，“五原”：原材料、原工艺、原样式、原结构、原环境，“四老”：老木料、老砖瓦、老形式、老法式。主张对旧

建筑进行修缮或复原旧建筑，而不是以旅游商业为目的，使用快捷的现代材料、现代工艺另起炉灶。

　　周庄、乌镇、同里、甪直、南浔、西塘，江南六镇都依此进行创造性保护，培养出一批传承传统建造技艺的优秀匠人。比如，

周庄在整修中使用许多旧木梁、旧木柱、旧门窗、旧石板等，修出了原汁原味的房子。乌镇也是如此，为各种旧料分门别类地建造

仓库，修缮时可随时调取使用。乌镇东栅、西栅使用明清时的石板铺路，同时将排水管道、电力线、电话线等埋入地下。沿街铺

面、老宅使用的也是旧木料，并且按传统方法用桐油油过。墙面在替换掉烂砖之后，杜绝粉刷一新，而是在白粉中掺入黑灰，以呈

现原有面貌。我们还采取古建筑移建的办法，将一座废弃的古代石桥移到镇中心，替代已被改为水泥桥的清代应家桥，用真古董丰

富古镇景观。

　　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平遥古城，也是按照这个原则进行的保护。平遥拥有完整的古代城墙、数百处保存得比较完好

的明清时期的民居。为了既能够将整座古城作为一个“大文物”保护下来，又不影响当地人改善生活的需要，我们提出“古城不

动，开发新区”。在不破坏古城格局的前提下，规划设计出一条环形的单行车道，布局排水、电力、通信管网等；在古城的西面和

南面开辟新区，城市新建和发展放在新区。

　　留存至今的历史古镇，要想保持历久弥新的魅力和持续的生命力，离不开我们对其原真性的创造性保护。同时，要懂得分级保

护，逐块划定保护等级和保护范围，既不因为盲目追求发展而破坏原真性，也不因为注重保护而阻碍发展的步伐。

　　城市保护顺应历史文化肌理，凸显不同城市文化特色

　　福州“三山两塔一条江”，常熟“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古香古色的古镇之外，人口更密集的城市因为地理

环境、人文历史各有不同，从而涵养出各自特色。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建筑，不仅为了发展旅游产业、开展文化活动，更是为了留存

城市的历史风貌和文化记忆。只有保护好传统建筑精华与历史遗迹的城市，才有可能孕育出充满地方文化特色的新建筑、新风貌。

　　上海北外滩曾一度面临拆迁改建。北外滩即虹口提篮桥一带，不少历史建筑留存至今，是上海珍贵又独特的城市遗产。我们对

该地区进行专门调查，最终促成提篮桥被纳入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对于已被辟为保护地的城中区，同样需要细致而微的工作。

苏州市的整体规划是由吴良镛先生设计的：古城居中，原样保护；古城四面是技术开发区、商业行政区、文化教育区、居住区。在

古城区保护过程中，我对照宋代《平江图》，发现古城平江路一带依旧保存着古代街坊脉络，于是向苏州市有关部门建议完整留存

这一地区。在15年时间里，我带领学生做出“平江路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并付诸实施，在外观上保持明清以来的风貌，保留历史文

化遗迹，同时内部生活设施则是现代的。

　　传统建筑的比例、形态经过千百年锤炼达到了一种群体的和谐美，新建筑应该向其学习，继承这种美，与这种美相协调。苏州

古城保护得好，当代建筑师得以就地取材、师法传统，进而有了对传统“塔”“亭”“窗”“廊”等创造性的转化，出现了苏州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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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博物馆、苏州图书馆等与老建筑交相辉映、气质和谐的新建筑。

　　当前许多城市进入存量改造的发展阶段，城市中原有的旧厂房、旧仓库同样可以被创造再用，从而释放出新的价值。比如上海

市泰康路街区有许多旧时的弄堂工厂。现在这些工厂或关闭或迁走，一些厂房就被整修改造为艺术家工作室、展览馆、美术馆等。

北京、苏州等地也有许多这样的群落，既保存了工业遗存，又充实了城市的功能和体验。

　　重视民居保护，化城镇历史文化保护于日常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无论是古镇保护，还是城市历史文化遗迹保护，都离不开当地居民。只有把

原来的居民留住、把那里传统的生活方式留下来，城镇历史文化保护才能永葆生命力——这就离不开对传统民居的保护。民居是城

镇历史文化遗存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体现着不同地区的建筑风格和风土人情。同是民居，北京四合院、安徽四水归堂、云贵的四合

五天井和三坊一照壁、陕西的窑洞、福建的土楼等等，各不相同。

　　石库门是上海的特色民居建筑，被划为二级里弄，细分的话有十几种类型和样式。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对上海

里弄房子进行摸底调查，对400多个地块、上千条里弄进行现场调查后，建议新增和扩大以里弄为主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对石库

门，既保护建筑形态特征，又疏解人口，更新基础设施，从而切实改善居民生活。

　　在苏州，具有一定传统特色但不属于保护对象的民居数量巨大。处理好这些民居对于最大限度维护古城区风貌、避免大拆大建

至关重要。我们学习古人，对这些民居进行街坊划分：把古城区划分为54个街坊，确定每一个街坊的用地面积、人口容量、建筑容

量等指标。这样，每一个街坊的规划管理都有了依循，每一户居民都可以清楚了解自己老屋的状况和前景。具体规划和建筑设计紧

密联系实际，居民参与改造全过程，我们也探索出适合古城区民居改造的规划设计方案。

　　城镇更新与发展，说到底离不开居民的呵护。如今，在扬州、苏州等地，出现了一种新潮流：在居民自发改建或营建的房子

中，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修缮老宅、恢复传统园林之美。有人自家天井设计半壁假山，有人开池建园，还有人专门成立公司，为喜欢

传统民居的人家进行改建。人们在用自己的行动找回乡愁。

　　在生机勃勃的当代城镇生活中，那些跨越时光陪伴我们的历史文化建筑与传统民居，体现着中国古人巧借自然、天人合一的理

念，蕴藏着古老的建筑智慧，在提倡守正创新的今天，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与转化。与此同时，时间会积累沉淀出新的“历史

遗存”，需要我们继续具体分析对待，不断将传统活用在现代生活中。

　　期待相应规划保护措施、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不断加强，使越来越多城镇涵养出独一无二的面貌，为人们提供诗意的人居生

活。

　　（作者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本报记者徐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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