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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庆不断的人口播迁,产业的更新替换,结合特有的山水自然和物质环境,演变出丰富多样的历史地段,蕴含着“业态跟着人口走,空

间跟着业态变”的内在规律。但在实际的历史地段保护传承过程中,存在着保护目的不清晰、保护责任不明确、保护对象不全面等问题,偏

重传统风貌空间的保护,忽略了人口结构和经济业态的重构。本文从目标导向、实施主体、控制要素三个方面,分别构建重庆历史地段“三

位一体”的保护传承框架,以探索延续其社会价值,保持其生态价值,提升其经济价值的路径,真正做到活态保护与传承,实现重庆历史地段的

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重庆；历史地段；三位一体；重构 

 

1 重庆历史地段的发展演变历程 

重庆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历史上有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迁

移,在带动社会、文化、技术和产业发展变迁的同时,也直接影响了重庆历

史地段的形成和演变。新、旧石器时代,重庆长江沿岸一直为人类生活活

跃区。先秦时期,巴族部落逐水而居,并沿长江逐步自中游向上游而徙。秦

汉时期,统一市场的产生、地区交通网络的发展、秦氏万家和六国豪富的

迁入,全面带动了巴渝地区盐业、冶矿业等的兴起,促生了一系列如宁厂

镇、龙潭镇等产业型和交通型聚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缘政治、

长期战乱、灾荒等影响,导致巴渝地区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一些以军事

防御功能为主的寨堡型城镇产生。唐宋时期,全国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带

动了巴渝地区社会、产业、城镇体系等结构日趋完善,形成了一批如磁器

口、木洞等商贸型场镇。明清时期,巴渝地区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本地人口

锐减,朝廷组织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人口的激增使

得城镇数量与规模大幅度提高,文化的交融则为重庆带来多元的功能业

态、城市空间形态和建筑风貌,如保存至今的湖广会馆及东水门、鱼嘴等

承载浓郁移民文化色彩的城市片区。开埠建市时期,西方人口和文化的植

入使得重庆从一个内向、封闭的军事性城市逐步向一个外向、开放的生活

性城市转变,出现了如慈云寺-米市街-龙门浩、打铜街等城市片区。抗日

战争时期,战时首都地位的确立,使全国人口向重庆大规模迁徙,中小型场

镇迅速发展,城镇等级结构、现代工业体系等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一批如李

子坝、第十兵工厂的城市片区。建国后,由于西南大区、“三线”建设、改

革开放、“三峡移民”等政策,重庆地区的人口不断变迁,经济业态全面激

活,城市空间形态进一步开放式发展,留存了如人民大礼堂、重钢等近现代

城市片区。 

2 转型时期重庆历史地段保护利用的问题与反思 

外来人口的播迁导致了区域性人口结构的改变,新旧居民在文化、习

俗、物质等方面的互相交往,以及在精神、生活上需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带来了该区域买卖、服务等经济活动的兴起和产业结构的更新调整,经济

活动的集中聚拢、各个产业的配比关系、不同产业经济自身在功能、流程

等方面的特殊需求,结合重庆特有的山水空间和物质环境,共同形成了重

庆在空间布局、功能结构、建筑风貌等方面具有典型特征的历史地段。同

理,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特殊劳动技能和文化素养的居民的大量流失,引起

了原有经济活动的外迁转移或逐步消亡,最终致使以街巷、建筑等为载体

的物质基础崩塌。由此可见,“业态跟着人口走,空间跟着业态变”是重庆

历史地段产生、发展、繁荣、衰落的根本原因和内在规律,要真正保护利

用好我们的历史地段,就必须对该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尊重。反

思我们的历史地段保护工作,往往还停留在保护传统风貌和物质遗存的浅

表,尚未认识到,更没有尊重和延续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导致了诸多方面的

问题,总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为谁保：保护目的不清晰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向往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生活质量

和环境改善,客观上导致大量的历史城区、历史地段不断被拆除,而被新式

的建筑或街区所取代。也有部分老旧城区,由于原有居民的实际居住需求,

同时具有拆迁成本高、利益协调难度大等特点,不易拆除,只能进行拆危抢

险、基础设施更新、环境和立面整治等物质环境的改造。除此之外,随着

物质生活的不断富足,人们也开始重新去寻索和探访那些饱含生活记忆和

文化韵味的历史地段,因此带来了文化旅游业的兴起,历史地段成为房地

产市场行为的重要内容,拆旧建新、毁真造假、随意模仿等破坏性保护行

为层出不穷。综合来看,历史地段从不保护到被动“保护”,再到乱保护,

关键原因还在于我们对历史地段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口构

成”的变迁和重构规律缺乏深入思考。保护目的不清晰,给后续明确保护

主体、制定具体保护利用方案等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偏差,最终导致保

护利用路径的错误和保护效果不佳。 

2.2谁来保：保护责任不明确 

重庆历史地段的保护利用大致处于以下三种状态：一是政府大包大揽,

充当了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导致历史地段的保护利用原则、方式

方法等界限不明；二是原住民及租户自主改造,导致保护利用的无序化,

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也无法与使用需求进行有效匹配；三

是房地产开发商整体打造新的商业街区,或以创意产业简单替代文化遗产

保护,使历史地段过于商业化或产业化,致使历史地段的真实性严重受损,

传统生活方式被人为割裂,街区活力丧失。有着复杂产权和社会关系特点

的历史地段,其保护责任由单一的保护主体承担,一方面将导致保护责任

不能完全落实,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在具体的保护利用过程中,协调难度大,

工作进展慢等具体问题。同时,各级管理部门虽各司其职,但保护管理对象

有交集或存在真空地带,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保护管理的

法制、体制不健全,也使得保护管理工作无法可依、无人去查,未能完全形

成合力,管理效果不佳。 

2.3保什么：保护对象不全面 

由于在城市快速发展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下,加之经济效益、政绩表现

等因素,目前我国的历史地段保护利用大多采取短、频、快的方式。这一

方面可能导致新的功能与周边功能不匹配,产业空心化、同质化现象严重,

不能形成资源优化整合或者无法实现长效发展；另一方面原始的产业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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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手工业、医学、音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风民俗有紧密关联,产

业的全部更新势必会将这些“看不见”的遗产完全抹灭,造成不可挽回的

损失。再者,在历史地段保护利用过程中,基本没有对其历史沿革、价值特

色等进行深入挖掘提炼,对其平面布局、方位轴线、道路骨架、山势地形、

河网水系等要素的关系,以及传统街道和历史建筑背后所蕴含的历史记忆

和文化内涵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以至于往往粗暴的对其进行无差别清

除,只是在原址上再造一个全新的仿古建筑群。这样的思维和做法导致了

历史地段保护利用工作的责任主体、管理主体甚至是社会公众形成错误的

保护观念,只重视保护建筑本体,不重视保护街巷空间和历史环境,只重视

点状的文物保护单位,不重视成片的传统风貌建筑,只重视地面文化遗产,

不重视地下文化遗产等一系列问题,造成了保护对象的不全面,大量应进

行保护的对象未得到有效保护。 

3 新时代背景下重庆历史地段保护传承的路径 

如何遵循重庆历史地段的演变规律,优化人口结构,带动片区功能业

态更新,提升空间环境品质,纠正时下在保护传承思路、方式方法方面的错

误路线,走出误区,实现新时代背景下重庆历史地段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

性转化,笔者认为应从目标导向、实施主体、控制要素三个方面出发,全面

重构重庆历史地段的保护传承路径。 

3.1目标导向的三位一体——为什么保护历史地段？ 

历史地段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而是要回答为谁保、为什么保的根本

问题。在保护好老祖宗遗存下来的宝贵物质载体的基础上,还应通过其价

值挖掘和利用传承,实现当代语境下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统

一和不断增值,从而为城市和居民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社会效益

指历史地段对城市历史文脉传承、特色风貌彰显以及市民集体记忆延续所

发挥的作用；生态效益是指历史地段对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的维护和

更新；经济效益是指历史地段保护利用所带来的收益性成果。 

3.2实施主体的三位一体——谁来保护历史地段？ 

历史地段的保护传承主体应从单一、割裂的旧状态转向多元、复合的

新常态,并明确各主体在保护传承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承担的职能分工,

从而回答谁来保的深层问题。历史地段的保护传承既要依靠政府的坚守,

又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其保护传承主体可细分为政府、市场和个人。

政府应扮演统筹调度社会资源的角色,做好顶层设计,承担基础设施建设

等基础性工作,建立多方参与的管理机制,让市场和个人在历史地段事务

的协商和决策中拥有话语权。市场则应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避免忽略发展演变规律,盲目追求功能分区和用途纯化的传统规划手法,

使历史地段保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功能,呈现自然生长的态势。个人则应做

好自有房屋遗存的保护修缮工作,维护历史地段公共卫生和空间环境,提

高自身素质,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活动,以主人

公的身份切实做好保护传承工作。 

3.3控制要素的三位一体——怎么保护历史地段？ 

历史地段要实现保好、用好的双重目标,只有通过对多个方面、各

个层次控制要素的系统梳理,明确保什么,进而针对性的提出保护传承

措施,即怎么保。通过分析总结,笔者认为历史地段的保护传承控制要素

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人口结构、经济业态、物质遗存。首先将人口结构

重构作为切入点,通过人口结构的转换,恢复历史地段的社会内生活力。

对实施征收的历史地段,以具备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的新居民置换缺乏

保护意识和不具备保护能力的原有居民；对实施保留的历史地段,以长

期的行为规范、培训教育为主,居民植入带动为辅,促使原住民的保护传

承意识不断增长。再者以经济业态的调整作为刺激点,通过全面细致的

市场调研,明确文化、商业、居住等各功能指标和布局,植入适应新人口

结构的业态功能,使历史地段经济业态逐步多样化、长期化。最后以物

化环境的更新作为调试点,尊重居民对现代生活的追求,在真实性、整体

性保护和延续传统风貌特征的前提下,明确历史地段保护传承的强制性

内容和一般技术性内容,允许根据现代生活方式和功能、业态转换的需

要,对建筑平面布局、街巷走向尺度等进行适当调整,为居民提供安居乐

业的生产生活空间。 

4 结语 

历史地段的保护传承应充分尊重其“业态跟着人口走,空间跟着业态

变”的内在发展规律,构建目标导向、实施主体、控制要素三个方面的“三

位一体”保护利用框架,严格规划和实施,实现社会价值的延续、生态价值

的保持和经济价值的提升,真正做到活态保护和利用,最终达到可持续发

展的远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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