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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激发发历历史史地地域域内内生生动动力力
促促进进城城市市空空间间魅魅力力再再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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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记者 刘洁

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 如何才能让城市留下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愁？
一面是老旧城区的改造， 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城市发展； 一面
是城镇历史风貌的保护， 关系到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 如何平衡好这两
者的关系是当前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一个现实挑战。

在城市地域中有一类特殊的地域空
间———“历史地域”， 如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等。城市历史地域
是宝贵的城市遗产，是城市发展的独特资
源，也是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彰显城市
特色的一个重要平台。

历史地域作为历史遗留在城市当中
的珍贵片段，在传承历史文脉过程中则更
显特殊和珍贵。当历史地域的功能开始退
化，其活力无法延续时，如何对其进行有
效保护，护住流失的文化、消失的底蕴，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由于长期受到固化的保护以及严苛
的控制，我国城市历史地域的历史文化资
源价值未被完整地开发、展示和利用。 中
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城市
与环境学院吕斌教授表示，在城市发展建
设过程中，应积极探索历史地域的保护与
活化利用方法，找准历史地域的城市更新
在保护与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等方面的

平衡点，进而更好地促进对历史地域空间
的保护和活化利用。

吕斌教授指出，历史地域空间的活化
利用是对其实施有效保护和延续活力的
重要手段。 地域活化包括物质活化、经济
活化和社会活化。物质活化主要指空间活
化； 经济活化指产业产品与市场机制活
化；社会活化指社区营造、社会治理等。

以往的地域活化通常是采取广泛吸
引本地域缺乏的外部资源， 比如招引工
业、购房或租房者等，增加政府主导的经
济生产活动。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
认为通过内生的地域资源活化才是根本
的地域活化之路。

联系当下社会实际，他认为，在推进
城市更新实践中，既要强化“保护”理念，
也要做好历史空间的活化利用，以保护为
前提，以活化为支撑，通过两者结合，激发
历史地域的内生动力，让历史文脉得以真
正存续。

上世纪 90 年代末， 历史街区与文化
产业相结合的更新模式开始出现， 本着
“修旧如旧” 的原则， 传统建筑被赋予了
新的文化功能。 然而， 这种着眼于建筑
本身的 “空壳” 更新模式过于关注物质
空间本身 ， 许多历史街区被 “修旧如
新” ,而忽视了地方传统商业和原住民的
重要性， 使地方历史文化难以得到实质
性的保护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 在开
发商和运营商各得其利、 游客沉浸于怀
旧情绪的同时 ， 一些问题也显露出来 ：
忽视了历史街区的 “心理价值” “情感
价值”， 过度商业化、 文化扭曲， 原住民
的利益无法得到合理表达……

他认为， 对历史地域空间尤其不能
忽视的就是它的 “情感价值” 或 “魅力
价值” “归宿感价值”。 而我们通常谈到
的 “乡愁” 就是 “情感价值”。 历史地域
空间除了具有房地产价值可作为 “利用
价值” 外， 特别还具有 “心理价值”。

他提出， 历史地域空间活化的三大
策略 ， 包括文化引领 、 业态升级 、 物
质优化 。 在推进城市更新实践中 ， 既
要强化 “保护 ” 理念 ， 也要做好历史
空间的活化利用 ， 以保护为前提 ， 以
活化为支撑 ， 通过两者结合 ， 激发历
史地域的内生动力 ， 让历史文脉得以
真正存续。

赓续历史文脉
兼顾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

活化历史地域空间
善用文化引领、 业态升级、 物质优化

城市与建筑风貌管控是一项涉及城
市经济、 社会、 文化、 生态、 政治以及
公众情感等复杂的内容。 《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工作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 有序实施
城市修补和有机更新， 解决老城区环境
品质下降、 空间秩序混乱、 历史文化遗
产损毁等问题， 促进建筑物、 街道立面、
天际线、 色彩和环境更加协调、 优美。

吕斌指出， 千城一面的现象既是城
镇化加速和建设方式革新使然， 也是城
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管理的制度化措施滞
后所致， 同时也反映出现阶段对城市与

建筑特色风貌的认识有所不足， 长此以
往将引起城市精神的丧失和地域文化的
危机感， 究其原因之一， 则是缺失对城
市与建筑风貌有效管控的制度性措施。

他认为， 建立全国层面的城市与建
筑风貌管控导则不仅可以引起社会对城
市与建筑风貌传承和塑造的重视， 引导
大众形成积极的城市品质建设价值观 ，
也能为我国城市治理的精细化、 品质化
做好铺垫。 建立全国层面的城市与建筑
风貌管控原则， 明确其管控内容、 管控
主体及其责任义务、 管控工具和奖惩制
度等。

走进广州荔湾区西关历史文化街区
永庆坊，随处可见牙雕、广彩、广绣、粤剧、
网红店……老街上一间间老店铺与新店
铺交织，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 而永
庆坊的非遗产业化就是典型的文化创意
产业。

历史地域凭借宜人的环境、富有创意
的氛围、特色地方品牌和传统等特点具有
吸纳和集聚文化创意产业载体的空间优
势。历史地域的活力是提升历史地域价值
和竞争力的重要元素，也影响着居民的生
活品质。 如何准确把握魅力再生产的内
涵，并通过可持续的途径提升魅力，是城
市历史地域活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吕斌认为，历史地域空间的魅力再生
产，即活力再生产，旨在提升历史街区的
空间价值、 社会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强
调多元主体参与和自下而上式的规划路
径。历史地域空间魅力再生产不仅是物质
空间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对历史文化的传
承以及生活文化的营造，即构建邻里情感
网络、保护社区居民传统生活方式及共同
积累历史地域的文化记忆资产，从而让人
们能够记得住乡愁。

城市历史地域的魅力和发展动力来
自文化积淀，因此，历史地域空间魅力再

生产，除了通过政府大规模投入建设来实
现，更需要在社区层面通过历史地域中的
“人”的参与来实现魅力的文化维度建设。
然而，我国还有诸多城市历史地域尚未注
重社区文化记忆资产的保护，在实现城市
历史地域空间魅力再生产的实践方面，我
国还有很大的提升和发展空间。

吕斌谈到， 社区营造最重要的是过
程，是“社区设计”。 社区设计不单意味着
设计行为所覆盖的对象从 “物质空间”转
向到“社区空间”，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思
维的转变，即要从思考“为谁而设计”转向
“与谁一起设计”。在“社区设计”这一新兴
的设计概念中，社区本身既是设计所要服
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参与设计过程的重要
一员。

除了对社区物质空间规划的基本内
容之外，还有三个重要的设计维度：第一，
相关主体参与社区营造的模式和机制的
设计，包括组织机构的形式、各类主体的
权益和责任； 第二，支撑和保障机制的设
计，包括资金筹措的机制，政策保障和人
才引进的机制；第三，基于人的行为诉求
的场所设计，要以人为本，不能单纯追求
视觉美，重要的是营造宜居宜业、充满活
力、有文化积淀的创意空间。

避免“千城一面”
加强城市更新中建筑风貌传承和塑造

注重社区设计
激活历史地域空间魅力再生产

保护社区居民传统生活方式， 留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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