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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许多地方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缺失了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我国居住型历史文化

街区保留数量众多,如何对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进行科学保护和再利用,本文从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功能、文化、景观三点

出发,深入研究其历史文化特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且建设性提出一些解决措施与策略。 

[关键词] 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再利用 

 

1 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特征 

历史文化街区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之一。因居住空间是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空间,建

设数量众多,因此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体系中保存数量最多的类型。由于其居住功能需求,居住型历

史文化街区一般不占据城镇村庄等的主要地理位置,大多分

布在城镇空间相对安静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地理位置上。除居

住功能外,多数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内大多还具备一些基本

的生活配套设施,甚至集中形成街区小型的生活服务中心,为

街区居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包括小学、操场、超市、卫生

所、零售点等功能。 

1.1 功能特征 

从历史文化街区的功能性来说,历史文化街区主要包括

两大功能：一是居住功能,这是此类街区的基本功能,二就是

观赏性功能,可以供人们旅游观赏。 

居住是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必须具备的一个功能,如果

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没有了居住的功能,那么它所具有的独特

的地域民俗文化价值也就随之泯灭。能够供人们居住是这个

历史文化街区基本功能也是其独有的特色。居住型则是指一

家挨着一家的邻里结构,在我们研究人员对居住型历史文化

街区的再利用研究中,能够保持它的居住型是我们研究的原

则所在。何为真正的居住功能,就是指一个居住型历史文化

街区能够为人们提供正常的居住场所,并且可以给居民提供

基本的生活保障。这都是居住功能的意义所在。 

旅游观赏性则是历史性文化街区近几年新发展起来的

一项功能,同时也能够更好的展示和传承街区的历史文化价

值内涵。如果我们想向公众展现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所具有的

文化,我们就要有一个合理的文化旅游策划。合理的文旅策

划可以向游人展示历史文化街区独有的物质景观与非物质

景观,还可以促进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可持续发展。坚持

健康和谐的历史文化街区旅游发展模式,深层挖掘街区历史

文化内涵,将街区文化价值充分运用到街区民俗文化产业发

展和公共空间景观更新中去,是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性

利用的重要手段。 

1.2 文化特征 

作为一个合格的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应该具有以下几

种特点：首先是具有完整的历史文化遗留,能够很好的反映

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然后就是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要具有

一些从古代传承下来的历史物件；再就是历史文化街区要具

有一定的规模,不能太小,如果规模太小就无法体现历史文

化街区的价值；最后就是这个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历史建筑一

定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数量,如果只有零星几处历史建筑,不

能凸显街区整体风貌,也不能称为历史文化街区。居民们的

日常的生活习惯、生活风俗、传统节日、还有一个个美丽且

历史悠久的文化景点,这些都是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可持续

发展的保证。 

1.3 风格特征 

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主要具有两个主要的风格：时代的

划分、地域的不同。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它的建筑风格主要

是反应特定历史时代的建筑建造科学、建筑艺术和和地域文

化。走在历史文化街区的街巷中,以及参观历史宅院,都能够

给游客最真实的历史空间体验,让人们身临其境的体会当地

古老而传统的日常生活。这是现代开发建造仿古一条街、仿

古建筑等所不能代替的。 

2 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存在的问题以及造成的原因 

2.1 整治对象不全面 

在对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修建工作中,我们的

大部分注意力都留在了对传统历史景观和历史建筑的保护

上,对传统民俗文化与社会关系的重视非常不够。再加上近

几年全民旅游发展迅猛,居住功能逐渐被外来商业功能所代

替,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参观者越来越多,外来从业者也

越来越多,传统的居住地和邻里社会关系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原住民较私密的居住生活空间开始受到旅游的干扰,居住生

活空间开始受到挤压,一些传统的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开始

变得无法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街区拥挤不堪,居住地出现

供不应求的现象,导致生活环境脏乱差等问题的出现。 

2.2 基础设施不完善 

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由于历史久远,很多基础设施已经严

重老化,急需进行整治,满足居民日常的生活需求。随着时代的

发展,对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的要求也在慢慢的提高,甚至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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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评价一个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是否到位的重要标准。 

2.3 盲目规划 

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我们应该重点保护的一种历

史遗留,理应受到更大的重视,我们的国家也是对此做出了

很多的措施,可是这些措施中也有一些对街区保护造成了不

可逆转的破坏。 

2.3.1 全盘重置。有些传统文化街区的改造受到了开发

商的介入或者政府片面追求政绩传统文化街区被全盘重置,

只留下了一些传统建筑物,这样对历史街区造成了很大程度

的破坏。全盘重置这种改造方法严重违反了居住型历史文化

街区的保护原则,这种现象使传统街区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有

的地方打着保护历史街区的幌子,全盘否定历史建筑,将历史

建筑全部毁坏重新建造,重新建造仿古商业街区,文化韵味不

复存在,原来的传统建筑不复存在,也就代表着传统历史文化

已经基本破坏殆尽。 

2.3.2 居民重置。有很多的历史文化街区为了全面推进

街区的整治工程和开发利用,将当地居民全部迁出,未来会引

入新的居民。这样追求效率和政绩的实施策略目前非常普遍,

直接导致街区整治完工后焕然一新甚至功能被完全重置。破

坏了当地的民风面貌、毁坏了传统的邻里社会关系,阻碍了街

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 

2.3.3 功能重置。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基本功能是提

供居住的场所,但是有一部分历史文化街区的开发,却将重点

完全转移到了旅游上面,他们将居住地大量的新增娱乐、旅游

的设施,挤压甚至消灭居住空间,导致了功能的改变。适当的

重置可以被人们接受,但是如果重置的重点发生转移,那么这

种做法会严重的影响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 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性利用策略 

3.1 合理定位,保留街区原住民 

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原则与命脉就是当地的原住居

民。无论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如何整治,我们都不能去破坏

当地原住居民的居住条件与文化信仰,反应居民的真实生活

远比参观历史景观更能体会到历史的韵味。我们可以在发展

中修改,参考国外的案例,在街区的改造过程中,保留部分原

住民,保护其居住生活空间,见缝插针式的进行微更新,将对

街区原住民的打扰降到最低。 

3.2 保护传统邻里关系,重视居民活动 

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邻里乡亲间的感情关系是传统文化

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大家团结互助,互相友爱。原住居民的

日常活动也可以深刻的体现出当地历史街区的文化,所以重

视邻里之间的互动,增加居民之间的活动,就可以很好地促进

邻里之间的感情,也可以很好地促进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承。 

3.3 保护历史景观,适度更新完善 

已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园林景观,是历史街区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要以保护为主,更新为辅。严禁将街区历史景观

用地更改性质进行开发建设。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因其空间

局限,除本就存在的高大乔木外,无法开辟新的空间种植绿

植,可选择节省空间的垂直绿化,结合创意景观设计,丰富居

住型历史街区的绿化景观效果。因为园林绿植能够起到组织

交通、诱导视线、限定空间的作用。在生态方面,有效绿化

可降低噪声、净化空气、提高街区居民生活质量。 

3.4 推进实施公众参与机制 

在进行对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与再利用的规

划和建设时,应深入推进公众参与机制,邀请原住民全方位

参与到保护规划的编制、实施中来,让他们来当街区保护的

主体和发声人。我们的国家也应该加强对这方面的引导和监

督,明确公众参与机制的法定地位,做到有法可依,建立街区

规划编制实施中原住民及其他相关群体的参与机制。 

4 结束语 

合理确定街区功能定位,保留部分原住民是街区保护规

划的基础；保护街区中的邻里关系,维持街区社会关系稳定,

是街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后就是对环境以及景

点的开发与保护,保护历史景观,并且进行适度更新,强调公

众参与机制,使原住民真正参与到街区保护中来,都是促进居

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科学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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