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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历
史文化的集中承载地，是文物
和历史建筑最为集中、最能代
表城市特色的地区。近年来，
各地积极探索历史文化名城
和街区保护的模式、方法和路
径，取得了显著成效。

近日，福建省工程勘察设
计大师、福建理工大学教授严
龙华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专
访，结合住建部日前印发的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可复
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一批）》
（以下简称《清单》）等优秀案
例，对历史文化名城创新性保
护、城市更新与历史文脉有机
结合、历史文化街区旅游业态
加速提质升级相关问题进行
了详细解答。

中国城市报：目前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利用还有哪些问

题有待解决？

严龙华：各地众多历史文
化街区为弘扬传统文化、传承
历史文脉、提升文旅品质作出
了积极贡献，当然也有一些问
题需要关注和改善。

首先，要注重保护街区的
整体格局和风貌。一座城市
的整体格局以及其街巷面貌
是一座城市的骨架，是一个
城市核心价值的体现。历史
文化街区不能脱离其所在城
市的演进脉络与框架，包括
历史环境、空间结构、街巷肌
理、历史动线等，其保护利用
必须融入城市总体构架与格
局，否则容易造成百街一貌、
千城一面。

其次，要坚持街区文化的
真实性表达。真实性不仅指
向街区内保留建筑的本体，还
涵盖区域、环境、场所、工艺、
功能、形式与设计、材料与质
感以及与之相关的“无形”的
文化传统等内容。当历史文
化街区中文物建筑周边的一
般性历史风貌建筑或当代建
筑被清除留作广场或绿化用
地时，文物建筑的文化语境就
遭到破坏。出于发展旅游的
目的，将不相干的、背离所属
地的传统文化植入历史街区
中，也是对文化真实性表达的
一种破坏。

再者，历史文化街区要守
住烟火气、留住好生活。很多
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前人烟辐
辏、车马骈阗，洋溢着浓浓的
生活气息，改造后的街区虽游
人如织，但失去了烟火气。大
片区存续的历史文化街区与
历史城区，其整体格局及风貌
保护与消防安全、房屋结构安
全，以及适应居民对现代城市

生活的需求（包括停车需求）
等问题，需要妥善处理。城
市需要在发展旅游业的同
时满足居民现代生活的需
求，让原住民有获得感、幸
福感，从而树立起城市文化
自豪感。

最后，要坚持可持续性的
创新发展。历史文化街区的
保护利用须与时俱进、面向未
来。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
不息的根脉。同时，在实践策
略上，各地要努力实现守正创
新、智慧营城、文旅相融，让历
史文化街区成为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强大动力与引擎。

中国城市报：历史文化街

区和历史建筑是城乡文脉赓

续的历史缩影，也是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如

何统筹保护与发展，守住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底线，让历史文

化街区、文物、历史建筑等在

城市更新中焕发新生？

严龙华：传承历史文脉、
延续街区风貌，不同历史文化
街区给出了各具特色且行之
有效的方案，现结合列入《清
单》的“福建省莆田市兴化府
历史文化街区”案例，加以具
体阐述。

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位
于莆田市城市核心区，是“坊
巷制”（“街市制”）格局的聚居
模式。街区设计在全面认知
街区空间格局特色及历史价
值的基础上，依循相关遗产文
献、保护准则及规范，提出基
于价值研究的技术路线，并通
过洞察、发现地方文化景观个
性，梳理、凝练其类型学要素
的方法，再造街区地方文化景
观的独特性。

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遵
循历史真实性、生活延续性、
居民共同参与性等保护原则，
以微循环、逐步推进的保护再
生方式，维持社群结构的稳固
性；通过完善基础配套设施、
消防安全保障体系，以整体提
升居住环境品质；传承传统文
化体系与生活方式，支持居民
寻求适应当代城市要求的发
展与变化，促进历史文化保护
与居民日常生活的融合。并
且，街区修缮、活化文物建筑
与历史建筑，构建了主题丰
富、形态多元的博物馆集群，
融入文旅等活力业态，强调互
动式展示体验，在保持各街巷
商业店铺既有专业行市特色
的同时，植入适应当代城市生
活的时尚业态。街区内拆除
的不协调建筑，除作为必要的
公用设施配套建设用地之外，
以“留白”增绿、建构多层级公

共空间为主，并疏通各条巷
弄，形成连接密集的游历穿
梭路径网，串联起各类文物
古迹、体验空间，从而让大
街小巷、院里院外实现历史
文化“亮出来”、历史遗存“活
起来”。

中国城市报：一些历史文

化街区在整体业态分布上，商

铺业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

导致街区特色不突出，对公众

的吸引力也日渐下降。如何

解决历史文化街区趋向同质

化、过度商业化和居民空心化

等问题？

严龙华：对于历史街区的
特色营造与历史建筑的活化
更新，必须以物质载体的特色
塑造为基础，以地域独特历史
文化展示为重要纽带，业态层
面则体现地方传统特色与时
尚的有机结合、参与性体验与
娱乐性的结合，使历史街区既
保有居住氛围，又成为文旅商
业的活力社区。

以福建省福州市三坊七
巷历史文化街区为例，其“里
坊制”所呈现出的独特居住氛
围是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
最为重要的个性特质，因此延
续并管控好其以居住为主体
功能的现状，成为保护再生的
重要前提。三坊七巷内至今
充溢着宁静古雅、书卷气的居
住生活气息，街区保护再生的

主要策略是延续三坊七巷以
居住为主体的社区功能，营造
适应当代城市生活的宜居环
境，保留了适量的原住民，改
造提升了宫巷内的幼儿园，重
新配置了安民巷内的社区居
民委员会及相关社区设施。
通过保持坊巷内的居住功能，
延续了“里坊制”的独特氛围，
让继续生活在街区内的原住
民以及迁入的新居民共同接
续演绎独属于三坊七巷的文
化性居住社区文化，进而持续
创造其辉煌历史。

同时，作为旅游与文化遗
产体验地，三坊七巷需要让当
地社群和原住民都参与诠释
地方文化遗产，而不是进行简
单的、表演性的传统文化展
示。修复再生后的三坊七巷，
一方面强化南后街及街区周
边界面地段的商业等旅游配
套功能（如安泰河沿线、街区
北侧雅道巷、东侧南街地段
及其沿线延伸而入的传统院
落再利用等）；另一方面对各
坊巷内原居住用地采用兼容
性土地利用规划，在保持其
居住主体功能的同时，适度
引入当代城市生活功能，如
文创工作室、特色书吧以及
不同类型、档次的客栈等，让
外地游客能身临其境、深度
地体验文化遗产地的历史文
化内涵，同时让街区内各坊巷
在夜间也具有居住社区的生

活气息，保持了城市街区的生
机与活力。

中国城市报：加强规划和

设计，顺应文旅消费个性化、

多样化、数字化、品质化等趋

势，历史文化街区应如何加速

提质升级？

严龙华：旅游目的地需要
寻找差异性、避免雷同化，通
过独特而高品质的体验获得
趣味性。地方特色如何与时
代接轨，是街区业态个性化、
魅力化的核心所在。被列入
《清单》的另一个案例“江西省
抚州市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
体现了地方文化特色与新功
能业态结合对街区文旅品质
提升的积极推动意义。

文旅融合首先需要在规
划与设计环节就予以重视与
响应。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
位于抚州城东部，西临抚河，
东接孝桥镇，自古为进出抚州
城、联系城乡的交通要道。该
街区作为临川文化的重要传
承地和汤显祖戏曲文化的弘
扬地，是江西古代内河航运孕
育的滨河商贸街区的典型代
表，也是以商帮文化为代表的
赣闽商路的重要节点，成为抚
州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活态
博物馆。

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通
过修复街区与抚河的历史关
系，重构其具有典型特征的

“梳齿”状格局；梳理织补各街
巷肌理的完整性，将各分支街
巷与其东侧景园的环湖步道
相连接，让街区与景园游线组
织为一体，串联起沿街商业空
间、商业院落空间、文化展示
空间、文化演艺空间等不同的
功能节点，形成“一纵八横多
节点”的总体空间格局。以历
史街巷为脉络，连接抚河与历
史水系，串联沿线历史要素，
形成完整的历史文化遗产空
间体系。

引入新功能新业态新活
动，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以戏
曲文化为主线，持续举办“汤
显祖戏剧节”，创排特色戏曲
节目、设立戏曲体验换装点、
在研学课程中引入戏曲课程
等系列活动，以《牡丹亭》为
蓝本，结合水景和周边历史
建筑，打造大型实景演出“寻
梦牡丹亭”，唱响“戏剧文化
地标”品牌。围绕才子文化、
民俗文化等整合资源，活化
利用古建筑近 300 处，引入
商户 276 家，聚集了文化创
意、文化展示、美食餐饮、非
遗文化、手工艺品、旅游商
品、休闲娱乐、酒店民宿等一
系列丰富且适应消费者需求
的业态。

赓续历史文脉    街区更新提质
——访福建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福建理工大学教授严龙华

福建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福建理工大学教授严龙华曾

参与福建省福州市三通桥下巷建筑更新与保护工作。图为三

通桥下巷景致。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