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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的持久战
老街新生的成功密码

南昌三眼井历史街区改造

三眼井历史街区位于中国一个有
千年历史的城市——南昌，项目地处
老城区的中心地带，整个区域根据历
史遗迹“三眼井” 来命名。三眼井历
史风貌区和南昌著名的滕王阁、万寿
宫、八一广场历史风貌区在同一个保
护级别。

场地内有很多各个历史时期保留
下来的不同风格的建筑，但其中除个
别几栋历史保护建筑外，绝大部分建
筑都已很破败。

场地中最主要的几条街道有几百
年的历史，作为商业街的主要流线，
并未按照现代商业街的尺度，而是保
留了相对狭窄的原有尺度。主街宽度
在四米到十米之间，以主要流线为核
心，设计一些大小和功能各不相同的
花园和小广场串联起所有的商业店铺。

场地内的建筑风格主要分为三大
类：第一类是历史保护建筑，需要原
貌复建；第二类是还原历史风貌的建
筑，反映所在历史时期的建筑特点；
第三类是结合场地元素的新建建筑。
不同类别的新建建筑都跟原有场地内
的建筑有联系，没有一栋是孤立于场
地而单独存在的。

例如，对南昌当地传统赣剧古戏
台进行复建，用跟以前一样纯木构做
法，复原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戏台——
木构赣剧戏台，作为商业广场聚集人
群的活力舞台。

再如，设计师提取了部分建筑的
搭建手法和砖墙肌理元素应用在新的
商业建筑上，建成后作为一个咖啡馆

供人们休闲聚友。
对于相对较新的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的建筑，从这些建筑的墙面肌理提
取元素，利用参数化的拼砖手法来生
成新的墙面肌理。嵌入墙体的玻璃盒
子刚好正对商业中心广场和木结构的
戏台，成为空中的观景平台。

广州恩宁路永庆坊微改造

恩宁路位于广州西关老城的心脏
地带，对广州而言，具有非常特殊的
意义。它因整齐延续的骑楼街、丰富
多样的文物古迹、完好保存的旧城生
活风貌而被称为“广州最美老街”，但
也因为它近年经历的坎坷，成为中国
旧城发展的一个综合样本。

在老街区改造中，守旧不一定是
最好的办法，传统建筑往往需要大胆
突破才能在今天发挥真正的价值。

例如，原来街区的“竹筒屋”布
局，房子之间没有空隙，采光通风环
境非常不理想，令人望而生畏。而如
果改变这种传统结构，在街区中间引
入一个个采光天井，它就能变成非常
好用的现代空间了。

再比如相关部门对街道外立面风
貌、檐口高度等管控严格，与新业态
产生了矛盾，那么就将新建立面后
退，将新旧两层皮之间的天井塑造成
岭南民居传统的前院，方寸之间，更
有意境。

为了恢复旧社区的生活，改造时
在狭窄的小巷中规划了一系列的独立
区域。露天剧场回归传统，并铺设了
一个花园，以此创造出一个公共空间。

此外，建筑的公共大阶梯、屋顶
花园以及其他公共开放区域，提供给
各个年龄阶层共同使用，以一种自然
融洽的方式化解了社会阶层与年龄阶
层之间的障碍。

最后改造完的园区里，商业、文
化活动应接不暇，又无缝衔接着原住
户的日常生活，文艺青年们寻找角度
自拍，粤剧爱好者们照样唱戏，不同
的世界拼贴在一起，好像描写广州传
统街坊生活的电视剧里的场景。

泉州金鱼巷城市微更新

金鱼巷是福建泉州一条和中山路
垂直相交约 300 米的小巷子，周边历
史文化底蕴深厚。这样一条烟火气很
足的小巷，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保留时
间的叠加。

为了保留原住民，同时创造一条
多元混杂的活力小巷，基本的改造策
略是：去杂、修危、补破、留旧、多
元 文 化 混 存 。 这 个 项 目 也 获 得 了
2019-2020 年中国建筑设计奖的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创新一等奖。

巷子里的一个个故事构成了城市
的烟火气。

复活的电影布告栏：拆除违建的
小商业，植入的崭新构建修补了已有
的残破，在保留时间感的同时，多了
一个驻足停留的空间。

重见天日的石头墙：巷子中段有
片墙，清除了外部的粉刷，暴露出内
部的真实材料，于是就有了美丽的石
砌虎皮墙。

仿烟制砖的保留：烟制砖是泉州
当地的一大特色材料，但价格比较
贵，所以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产生了仿
制的面砖产品。其质感虽然不能和真
实的烟制砖相比，但在某种意义上形
成了一个阶段的时代特征。保留历史
的真实性，就是留住居民的集体记忆。

废弃祠堂的后围墙：祠堂北侧临
巷子的围墙明显已经向外倾斜，一棵
榕树的根从院子里破围墙而出，和围

墙形成一个整体。产权问题决定了不
能把这墙拆除，改造中就用 L 型的钢
架把墙顶住，然后去除面层砂浆露出
内部材料，但发现内部材料就是普通
的红砖，于是设计顺势而为，在红砖
上按烟制砖的纹路凿出痕迹，使得普
通的红砖变得有趣。

金 鱼 图 案 的 强 调 ： 既 然 叫 金 鱼
巷，在后期城市家具这一块就重点突
出了这一主题。在入口处有金鱼及第
的地雕，用金鱼透空图案做成下水道
的集水口和空调外机的遮挡，路灯、
灯箱等也不断重复这一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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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永庆坊改造后的老街

改造后的泉州金鱼巷

南 昌 三
眼井历史街
区改造后新
的商业建筑

在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城市历
史街区没有得到妥当的保护，老城
区情况较为混乱，建筑良莠不齐，
有价值甚高的风貌古建筑，还有私
搭乱建的构筑物、长期空置导致破
败的房屋，且产权情况复杂，不能
以“保留”或“修复”一刀切处
理。也有些按历史风貌统一整治的
街道，看上去原汁原味，却因为业
态单一，房屋格局无法吸引现代商
业办公使用等而门庭冷落，只有街
道没有生活，沦为“布景一条街”。

正视老街的边缘化处境，从产
业业态上、生活内容上注入新活
力，并在设计上激发这种新活力，
才是可行之道。

1

2

3

【结语】
老街区就是一个个生命体，建

筑师只是更新推动者。每一座城市
中都有保留历史特色、继承传统风
貌的历史街区，这些街区不仅是当
地本土文化的见证，往往也是凝聚
了城镇传统文化价值的所在，是活
态的文化遗产。

在新时代背景下，历史街区的
改造提升有了新的标准和要求，在
改善生活环境的同时，也要维护好
社区传统，促进地区经济活力，不
仅要保护历史建筑的躯壳，还应该
保存它承载的多样性文化。
（来源：微信公众号“匠山行记”）

改造后的广州永庆坊成为文化发展和旅游产业融合的范例 姜兴贵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源
于微信公众号“匠山行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