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瞧，飞行里程超过 99.8%的用户。”徐萌打

开手机上的航旅 APP，一条条出差航线密集交

错，伸展向祖国的大江南北。

过去一年，这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的规划师，飞行里程达 5.3 万余公里。江苏淮安

的石板老街、福建泉州的红砖古厝、西藏拉萨的

八廓街，既是他出差的足迹，也是中国保护历史

文化街区的脚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

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

‘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

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

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城乡规划建设中做好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徐萌和同事们在做的，正是通过小规模、渐

进式的微改造，让更多城市历史文化记忆活起

来、传下去。

延续历史风貌
设计做减法，细节做加法

“我有心回宋营见母一面，怎奈我身在番远

隔天边……”午后阳光正好，北京东城区崇雍大

街的一棵槐树旁，六七位京剧票友拉着京胡，弹

着月琴，敲着板鼓、大锣，一段《四郎探母》赢得

阵阵喝彩。

北接地坛、南连天坛，全长 5.2 公里的崇雍大

街，由雍和宫大街、东四南北大街等多条街道组

成，串起 7 片历史文化街区。由北向南，青砖灰

瓦的古朴四合院、鎏金挂檐板装饰的中式铺面

房、拱门砖雕的屋宇，渐次过渡到简约精致的现

代建筑。漫步在大街上，不仅能看到唱京剧的戏

迷，还有坐在矮板凳上下棋的棋友，京味十足。

两三年前，这里店外经营吵嚷占道、私搭乱

建影响风貌、市政设施零散分布。“如今的街道

宽敞清爽了许多，老建筑也修缮了，能找回儿时

的记忆。”附近居民兴奋地说。

改造提升的背后，是徐萌和几十名同事上

千个日夜的巧思和付出。

“ 保 护 传 承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要 尊 重 其 真 实

性、完整性，延续历史风貌。”明确保护更新的

原则后，徐萌和同事广泛搜集历史资料，甚至翻

出一套 60 多年前的老北京照片，发现大街的特

色就是多元并存、北古南新，从古朴四合院向近

现代建筑群过渡。“但是经过多年发展，这些建

筑原有的风貌轮廓被广告牌匾、违章搭建等‘遮

挡’住了。”

先做“减法”。项目团队替建筑“卸妆”，拆

除多余的外包门罩和片砖，恢复风貌多样性；为

线杆“瘦身”，将大街上 230 多根杆件精减至 77
根；让电箱“隐身”，或挪到街巷里侧、砌上灰砖，

或布上绿植，既美观又节约了宝贵的公共空间。

再 做“ 加 法 ”。 过 去 在 一 些 老 城 更 新 改 造

中，多采用“贴”仿古片砖的方法。在雍和宫大

街，项目团队下了“绣花”功夫，采用传统营造工

艺，通过老砖糙砌等方式对老建筑进行修缮。

前后近两年，改造共回收利用了 55 万块旧砖、13
万片旧瓦，旧材料回收利用率超 80%。

在尊重历史风貌的前提下，街区修复并非

“一刀切”。项目团队为居民和商户提供了 48 种

门窗菜单选择，例如灯笼锦、龟背锦等窗棂样

式，随墙门、如意门等院门种类，做到和而不同，

从“我给你设计”到“一起来设计”，形成个性化

方案。

“项目团队专门请书法家帮我设计了牌匾，

和老北京特色很搭。好多顾客都说，我们店比以

前更干净、更有特色了。”红框绿棂的传统式样窗

户、万字纹案的鎏金挂檐板、搭配悬挂的 6 盏红色

灯笼，开了 30 多年的北新桥卤煮老店呈现“旧颜”

却更加亮眼，老板叶景锐很满意。

“老百姓对于本土文化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其实特别强。治乱疏解并不等同于整齐划一，

过 去 改 造 主 要 是 拆 违 ，单 方 面 告 知 哪 些 不 能

做。现在通过平等沟通，提供更多的方案选择，

告诉他们能干什么，可以激发百姓参与保护的

主动性、积极性。”徐萌感慨。

37 岁的徐萌，从小和姥姥生活在名人故居

林立的天津五大道街区，对历史文化保护有着

浓厚的兴趣。他见证了近 10 年来城市历史文化

保护的日益兴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划定历史文化街区

超过 1200 片，确定历史建筑约 5.75 万处；与 2016
年底相比，历史文化街区的数量翻番，历史建筑

增长近 5 倍。

“每干完一个项目，看到一条条古街巷更好

地传下去，那种自信就是文化自信。”徐萌说。

改善人居环境
尊重各方权益，见人见

物见生活

在与北京遥遥相望的江苏南京老城南，小西

湖历史风貌区的保护与再生已经持续了 7 年。在

这里，明清建筑用地占比约 40%，由于年代久远，

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相对落后。

“排水是最头疼的，一到暴雨季节就淹水，

只能穿着拖鞋走”“燃气就前街有，炒菜还得用

煤气罐”……老巷道路空间狭窄，难以铺设满

足生活需求的各类市政管线。空中缆线乱似

蜘蛛网、地上井盖多如百衲衣，这是小西湖片

区居民的烦恼，也是不少历史地段面临的共同

问题。

建 筑 师 们 在 保 持 传 统 格 局 和 风 貌 的 基 础

上，尽量满足街区老住户对现代化生活的需求，

走出了一条“新旧共存、包容共进”的路子。

参与小西湖片区改造的项目团队，先将所

有市政管线规划进有限空间。

“最宽的巷子，宽度也不过三四米，按照常

规管线间距要求，难以解决雨污分流、埋设各类

管线的需求。”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李新建

介绍，在保障建筑安全性的前提下，项目团队系

统梳理了片区内的各类管线铺设形式、占位间

距等，打造“微型综合管廊”，将雨污分流、燃气、

消防喷淋和室内消防栓给水、信息和智能化缆

线等 10 余种管线“一廊打尽”。

零距离施工尽量不扰民，则是团队要完成

的另一个挑战。

南京历史城区保护建设集团董事长范宁介

绍，为了减少对居民的影响，施工尽量换成了小

型机械，并且分段实施，每次开挖 20 米左右。前

期的改造实实在在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等

后期施工时就有居民主动表示“哪个不让挖，我

去做工作”。

2021 年初，70 多岁的居民陈鸿荣搬回老院

子，惊喜地看到了古色古香、温馨敞亮的新家。

“以前院子里人均居住面积才 10平方米，5户

人家共用一个厨房，特别挤。如今有了单独的厨

房和卫生间，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陈鸿荣

说，院子搭出阁楼增加了储物空间，开凿窗户增

加了室内光亮，还利用已搬迁房屋引进社区活动

室等，老居民、旧院落、新空间和谐共生。

“里子”改善了，“面子”也扮靓了。

透过镂空院墙，100 多年的石榴树、60 多年

的枇杷树等花草绿植尽收眼底，居民刘光纪家

的院落成了小西湖片区的网红打卡地。“原本项

目方只是和我商量能否改造院墙，让游客能从

外头看看。既然他们能尊重我的想法，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干脆把门打开，大家一起赏景。”刘

光纪笑呵呵地说。

“如果说城市历史文化是大海，居民就是参

与其中的水珠，每一粒水珠都是无价之宝。”在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韩冬青看

来，充分尊重各方权益，不愿意搬走的居民也可

以通过租赁、共享的方式参与片区改造，反而促

成了和而不同的街区风貌和环境活力，形成了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最大同心圆。

传承城市文脉
加强活化利用，让百姓

在生活中触摸历史

“ 泉 州 是 个 处 处 见 历 史 的 城 市 ，很 值 得 去

走一走。”被问及喜爱的城市，徐萌经常给自己

参与历史文化保护的泉州“打广告”，“尤其是传

统节日期间，街巷两旁缀满闽南花灯，节日氛围

很浓。”

假日期间，位于泉州西街的府里闽南城市

复合空间很热闹。一楼，滴水兽陶瓷、古厝冰箱

贴等闽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二楼，竹椅供喝茶

聊天；三楼天台则可以赏景拍照。“泉州申遗成

功，吸引更多游客慕名而来，今年春节营业额破

了纪录。”店长黄跃昆说。

向南约 800 米的金鱼巷，从外地回乡创业的

80 后岱俊琦正忙着打造非遗空间：“泉州的蟳埔

文化、香料臻品、梨园戏曲等都很有特色，通过

街巷轻体验，能够让更多游客感受闽南文化的

魅力。”

活化利用是促进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传承、

发展的重要途径。近 10 年，不少老街巷通过培

育新功能、新业态，焕发新活力。在江苏扬州仁

丰里历史文化街区，鼓励街巷两侧开设公共食

堂、24 小时城市书房等小型服务设施，为社区发

展增添活力；在广东广州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

通过构建“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多方参与、利益

共享”机制，引入多种业态，项目整体完成后预

计可为地区新增就业岗位 1300 个……通过合理

利用、丰富业态、活化功能，历史文化街区和现

代生活实现了有机融合。

但是，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化利用也面临不

少困境。不少历史建筑的产权构成极其复杂，

200 多平方米的房子甚至有几十名产权人，对于

活化利用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前期的沟通成本

很高。此外，现有的工程技术标准多是针对新

建建筑，不太适应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的需要。

“如果按照现行标准施工，可能不利于历史

建筑保护；如果不执行这些标准，修缮后又难以

通过验收。”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探设计研究院历

史文化名城研究所所长孙永生认为，应当探索

适应性的新材料、新技术，并且制定适应历史建

筑特点和使用需求的具体方案，让保护和利用

有效结合。

徐 萌 曾 经 调 研 过 多 家 城 市 更 新 行 业 的 企

业，普遍反映历史建筑修缮改造的前期资金投

入大、成本回收周期长，但国有产权房屋的租赁

期限往往较短，投资回报率并不高，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社会资本参与保护更新的积极性。“如

何让技术标准更灵活变通，鼓励各方主体在规

划、建设、管理各环节发挥积极作用，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有关部门在积极推动

探索的问题。”

最近，徐萌在北京、淮安和拉萨 3 个城市间

跑得更勤了，每个保护项目每天都有新火花、新

进展，让他停不下，也不想停下。“有位著名作家

说过，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

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守护我们的历史文

脉，就是我们这群人的最大幸福吧。”他说。

图①：更新改造后的江苏南京小西湖历史风

貌区。 侯博文摄

图②：更新改造后的北京崇雍大街。

方 向摄

全国共划定历史文化街区超过 1200 片，确定历史建筑约 5.75 万处

让城市留住记忆
本报记者 丁怡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进以

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市更健康、更

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

活的空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建设始终把

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

源留给人民。今天起本版推出“使城市

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系列报道，分别

从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修复、补足市政设

施短板、推进无障碍改造、扩大生态空间

等角度，展现各地打造宜居城市、韧性城

市、智能城市的生动实践。

——编 者

■产经观察·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①R

“雨儿胡同那片儿修复得真地道！听说

什刹海也要‘申请式腾退’了，老北京这么留

下来真好。”偶遇老街坊，话匣子一打开，浓浓

的羡慕与眷恋。

胡同，北京最鲜明的城市肌理。青砖灰

瓦，砖雕门墩，彩绘门簪，狭长的巷子四通八

达，众多明清衙门会馆、名人故居旧所散落其

间，遛鸟大爷踱步而来，礼数周到地一点头，

“吃了吗，您呐？”无须多言，这就是北京。

与世界上众多老城相似，北京的老胡同

看起来很美，住起来不便。空间逼仄，人口稠

密，房屋年久失修，院内私搭乱建，雨大怕倒

灌，天干防火烛，会车停车更是一筹莫展。让

千年古都既承京韵又便民生，这是老居民的

热切期盼，也是城市管理者不断求索的时代

课题。

就如老街坊的感叹，北京这些年重塑街

区生态，整治背街小巷，在老城保护和复兴上

一步一个脚印，探索出颇受好评的城市更新

之路。不仅是北京，越来越多大城市告别大

拆大建，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对

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修复。那么，这个为百姓

称道的“绣花”功夫是什么呢？

说到“绣花”功夫，人们往往先想到认真

细心。像首届进博会上艳惊四座的苏绣屏风

《玉兰飘香》，1.2 亿针纯手工绣制却不错一

针、不露针迹，这种“穷工极巧”就是绣功。

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修复也是同理。弥

合城市伤疤，修缮历史建筑，修复街巷肌理，

需要从细微处着手，在细节处发力，不仅仿

外形，更续内涵，才能留下城市记忆。像北京

雨儿胡同的修复，有的院落仅地图就找了 4
张，最早追溯到 1750 年的清乾隆京城全图；

为了使有的院落配齐对称的门钹，施工队长

跑遍了京城的古玩城、建材市场。“尽小者大，

慎微者著”，从一砖一瓦中透出的一丝不苟，

正是留住城市文化底蕴的“尽精微”。

不过，“绣花”功夫不止于“尽精微”，也蕴

涵着眼整体的系统思维。历史文化街区修复

别看多是“微改造”，却既要修缮“点”上的古

旧建筑，又要复原“线”上的街巷风貌，还要提

升“面”上的街区格局与环境空间，更要在保

护修复的同时，实现城市功能疏解与人居环

境改善。所需要的科学谋划，就如同高超的

绣品需要观察蓝本、研究针法、打好底稿，绝

非信手拈来。像福建泉州金鱼巷，因系统梳

理历史家底，准确保存了唐宋到 20 世纪的各

个历史空间；浙江湖州小西街，从城市整体层

面研究街区保护，修缮整治分类施策，生态业

态齐头并进，2019 年的旅游收入就近 3000 万

元。在城乡规划建设中推动历史文化保护，

唯有从大局处着眼，统筹协调，注重新与旧、

赏与用等多维度的有机统一，方能“致广大而

尽精微”。

“绣花”功夫，更体现在不急不躁的历史

耐心。历史文化街区，往往都在大城市的中

心区，寸土寸金。不做土地开发，财政划算

吗？不拆房拓路，百姓答应吗？平衡城镇化

中人与城的关系，上海给出答案。早在 2007
年 6 月，上海中心城区就规定 64 条风貌道路

为“永不拓宽”的道路。近 15 年间，在与居民

的持续互动中，这些街巷通过渐进式的“微整

形”，将文化传承与城市新生有机融合，不仅

散发出更浓郁的上海风情，也方便了老街坊，

滋养了新业态，面子里子都顾全。可见，城市

建设不是以冰冷的钢筋水泥做加减法，坚持

以人为本算长远账，久久为功，才能化痛点难

点为支点亮点。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历史文化

街区就是城市的传家宝，当然要做足“绣花”

功夫促修复。相信秉承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不断提升城

市规划建设的厚度、精度与温度，就能赢得百

姓更高的满意度。

以“绣花”
功夫

促修复
陆娅楠

相信秉承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不
断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的厚度、精度
与温度，就能赢得百姓更高的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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