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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青砖黛瓦融入市井长巷
——来自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现场会的报道

编者按：北门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常山大地上的一颗珍珠，是城市记忆的物质留存，是人民群众的乡愁见证，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具

有不可再生的宝贵价值。本报选取了苏州、扬州等地在修复、保护、传承古城的优秀典型做法，以供学习借鉴。

苏州市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图

作者 苏雁 张运

来源：《光明日报》

青街曲巷、小桥流水。金秋时节，漫
步在姑苏古城，俯仰皆江南。很难想象，
这里依旧保持着春秋时期的基本规制。
入口处，复刻的南宋《平江图》石碑竟仍
可当作今日游客的游览图。历经2500
余年苍茫岁月，古城岿然。这是世界城
镇建设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华文脉绵延
悠长的生动注脚。

2023年10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组织召开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
筑保护利用现场会上，来自全国90余个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代表及相关专家齐聚
苏州，展示、交流、探讨古建筑保护、传承
和利用的经验与成效。

古城如何合理修复？保护传承怎样
活化利用？历史文脉如何融入时代生
活？且看青砖黛瓦间，一幅幅古城新韵
图景。

在历史纹理中镌刻乡愁

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一条不起眼的
巷子里，修葺一新的顾家花园13号成为
新晋网红打卡地。这座典型的民国洋楼
中西合璧、内敛端庄，是我国著名物理学
家苏肇冰的旧居。但过去因长期空置破
损严重，部分砖瓦已松散酥化。2021年，
为最大限度复原建筑风貌，苏州市姑苏
区以微扰动、低冲击的“绣花功夫”，对老
宅进行了整修改造。一场持续两年的

“微创手术”最终让建筑修旧如旧，恢复
历史纹路。

“要保护真实、完整的历史信息和历
史环境，让每个时代的历史痕迹和生活
记忆都有生动留存。”现场会期间，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倪虹的倡
议引起了专家的广泛共鸣。

大会细数了中国历史文化街区和历
史建筑的丰厚家底。截至目前，全国共
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2座、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3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487
个，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200余片，确定
历史建筑6.35万处，中国传统村落8155
个。

从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姑苏古城，
到派江吻海、山水相依的福州古厝，再到
沿窑成市、青花白釉的瓷都景德镇……
大会现场，苏州、北京、福州、扬州、青岛、
景德镇等地古城分享了各自的保护经
验。独特的地域和历史特征是一座城市
的灵魂和骄傲，在工业化浪潮带来“千城
一面”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思考
古城承载的历史与担当，让登得上城楼、
望得见古塔、记得住乡愁的文化自信，在
一砖一瓦间漫溢。

在烟火升腾处活化利用

夜幕降临，扬州的明清古城里，灯火
璀璨、人流熙攘。蔷薇花墙、风动长廊、

浪漫路牌……诗词里的“扬州慢”，搭上
现代的“文艺范”，让古城别具风味。国
庆假期，一场场集游、购、赏、演等多元
体验的文化妙游吸引了400余万游客，
扬州升腾的烟火气氤氲着浓浓的幸福
味。

“如果说修缮是古城保护的基础，
那么利用才是古城新生的关键。”现场
会期间，扬州市市长潘国强分享了当地

“整体性保护、活态化更新、内涵式复
兴”的保护思路。近年来，扬州以文火
之功精心孕育历史街区的“中国味、文
化味、市井味”，在修用并举、活态传承
间，延续着古城的人文要素，激荡着时
代的生活气息。

会上，专家学者有一个共识，即让
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合理布局文化、生活、商业和公共
四大空间，是古城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基
本逻辑。”在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
院执行院长黄杰看来，自带独特历史文
化资源和特色生活环境的古城区具有
独特的发展禀赋。“活化”这些沉睡的遗
产，关键在于创新保护与发展的思路。

古城保护与利用是一项千头万绪
的系统工程，仅靠政府和一两个主体很
难推进。不久前，苏州“古城保护更新
伙伴计划发布平台”正式上线。当地率

先将国企持有且可活化利用的古建老宅
在线发布，以公开招租、转让等形式招引
伙伴，充分激活古宅利用思路。公益空
间、文化展示、特色酒店……市场加持
下，古宅迸射出无限生机。

打开思路，活力不断奔涌。近年来，
苏州持续推动古城“文化+产业+旅游”
深度融合，打造数字创意和高新技术服
务产业集群，现已培育文化创意产业园
18家，入驻企业近千家。

在时代气韵里激荡文明

千年姑苏城，风雅桃花坞。2023年
10月26日，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等
主办的第四届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
会在这个极富诗情画意的文化片区展
开。

博览会现场，原本面部残损的龙门
石窟“最美观音”，因3D建模得以再现；
依托三星堆出土文物开发的文创让观众
爱不释手；上海孔庙大成殿上的屋脊兽

“麒麟”，在激光打印中重生……一场场
古代与现代、人文与科学的碰撞融合充
分展现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及活化利用
的最新成就，也折射出由古建遗产延伸
到现代文明的丰硕成果。

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若仅仅注重保护文化遗产单体，不可避
免将会割断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博览会
上提出要建立系统完整的城乡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体系，做到“空间全覆盖、要素
全囊括”。

“苏州历史城区范围达到了世界少
有的19.2平方公里。”苏州市市长吴庆文
介绍，自1982年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以来，苏州全方位梳理整合古城各级各
类规划以及重要现状、经济社会发展等
要素信息，提出古城整体发展模式，形成

“整体保护老城、开发建设新城、新城反
哺老城”的“一张蓝图”。此举不单铸就
了一座实力雄厚的经济之城、创新之城，
同时守住了一座古今辉映的历史之城、
文化之城。

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历
史建筑保护利用也迎来了新机遇。三年
前，一个名为“古城细胞解剖工程”的项
目在苏州姑苏区全面展开。街坊、房屋、
桥梁等每一个“细胞”都将在工程中得到
体检建档。同时，一座“孪生古城”正在
数字技术下加速形成。

古城为媒，中国持续向世界传递中
国声音，贡献中国经验。走进一座座古
城，青砖黛瓦与灯火霓虹交相辉映，共同
织造出独属于中国城市的“双面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