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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立足于城市空间再设计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关系,对当前历史文化街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同时提出今后的发展和保护措施,目的在于实现现代城市和历史文化街区的和谐稳定发展,在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有效保护的

基础上,促进现代城市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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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人们逐渐提

升了对城市中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问题的重视程度。历史文化

街区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史,是历史文化的沉淀和积累。通过

这些文化建筑,不仅能够对城市的文化底蕴进行展示,同时

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但从当前实际发展情况

来看,很多城市中的历史文化建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并逐渐呈现出与现代化城市发展不相融的现象,这些问题应

引起我国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在今后发展中加大对历史

文化街的保护力度,使其与现代城市和谐发展。 

1 保护文化历史街区 

1.1 何为历史街区保护 

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主要是指在城市进行规划和

建设的过程中,对城市中一些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建

筑群体进行保护。与此同时,在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开发时,

一般要对街区周围的历史风貌进行保留,同时还要符合现代

化城市发展需求,使现代化城市能够与历史文化街区呈现繁

荣、和谐、稳定发展的良好局面[1]。 

1.2 历史街区保护的基本原则概述 

在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的过程中,一般应遵循以下

原则：第一,历史真实性原则；第二,应用与保护相互促进的

基本原则；第三,文化特色与文化内涵导向选择；第四,整体

性保护原则。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有效保

护,同时也能 大限度凸显其历史文化价值和历史风貌,使

其成为现代化城市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继承历史文

化的同时促进了现代化城市的健康稳定发展[2]。 

1.3 历史文化街区周边空间与街区内部的关联 

对于历史文化街区周围的空间环境,在城市规划设计的

过程中,难免会对历史文化街区周边建筑进行开发和扩建,

使历史文化街区建筑风貌与现代化城市发展呈现出格格不

入的状态。对于上述情况,在今后的现代化城市发展和建设

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尊重和谐发展原则,新建建筑风格、形式

的设计,要对历史文化因素进行重点考虑。通过历史文化元

素和现代元素的有效融合,在突出城市特色的基础上,能够

大限度凸显历史文化街区的城市地位,实现新旧建筑的和

谐发展与共存。 

2 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再设计 

2.1 设计基本原则 

在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空间在设计的过程中,一般需要

在确保建筑原有风貌的前提下,对其文化经济的有效创新,

从而进一步彰显街区空间活力,与此同时,还要对地区旅游

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将其中关于旅游的功能区域分解出来。 

2.2 历史文化街区涉及现状 

首先,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历史文化街区不仅仅能够反

映出整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承载着城市多年来发展的

印记。但随着现代化城市的不断发展和演变,很多历史文化

街区都在大背景之下被摧毁和推翻,甚至被越来越多的现代

化建筑所取代。很多古街区都被重新翻修,很多古树都被砍

伐,并种植了现代化植物,从而使原本的历史文化街区逐渐

失去了其该有的历史韵味和风貌。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是

城市历史文化的缺失,是城市建筑文化上的一种遗憾[3]。 

其次,在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规划和再设计时,由于过

分重视经济效益和商业发展,因此对原有的文化街区经常会

进行大规模大尺度的改造设计,从而直接增加了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工作的难度,同时也在较大程度上对城市历史文化风

貌产生了破坏和影响。个别商家为招揽客户,经常将显眼的

广告牌放在街区外面,还有很多传统民居,由于长时间没有

进行维修和保护,因此在对其进行设计和规划时,住宅建筑

已更新换代,因此在对空间立面造型和装修风格进行设计时,

经常会以现代化思想为主,很少会考虑到建筑的历史风貌元

素,使得历史文化街区逐渐脱离其本质思想,失去了其应有

的风貌和特色。 

后,在现代化城市发展中,历史文化街区是文化传承

的象征,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生活的基础设施以及居住

的环境质量等均不断的被超越,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低质

量居住环境已逐渐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问题。随着城市的不

断发展,各种各样的新街区不断产生,从而使很多居住在历

史文化街区的居民,也会产生建筑再设计、再规划的想法和

要求。在我国很多三线城市中,由于设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

业务水平较低,在建筑设计过程中,纸上谈兵的现象十分常

见,同时也不能对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合同考虑,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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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市场调研,未能考虑到新旧建筑的有效融合,所设计

出的建筑方案不仅破坏了原有的城市街区,同时也无法达到

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目的[4]。 

2.3 历史文化街区空间在设计的有效建议 

2.3.1 充分利用区域优势 

目前,很多历史文化街区都是处于城市中的中心地带,

占据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其本身所拥有的良好的基

础设施条件以及良好的商业资源优势,都为历史文化街区的

空间再设计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外,历史文化街区建筑的容

积率往往低于现代化新建筑,因此,在设计和改造的过程中,

也会拥有较为广阔的开发空间,这对于地区经济效益的提高

很有帮助。因此,各地区政府部门以及相关设计和规划人员,

一定要对现有区域优势和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并根据现代化

城市的发展方向,在有效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前提下,实现

对空间的 大开发利用,在城市经济的带动之下,实现对历

史文化的有效传承,并达到提升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

量,促进城市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2.3.2 对地域特色进行有效保护 

对城市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再设计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

禁止照抄照搬的问题,不同的城市拥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

区域环境特色,因此,一定要保护好历史文化街区该有的多

样性和个性。在设计过程中,严禁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破坏,

相关设计人员应就当地文化特色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历史文化街区也会拥有着不同的功能属性,在

街区空间演变的过程中,也记录了许许多多的生活和历史事

件,这些都是设计人员需要掌握的要素。除此之外,设计人员

还要对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发展现状进行深入调研,包括现代

化居民的生活需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留状况、居民对于街

区的历史记忆等等,通过对这些要素进行综合,能够 大限

度提升历史文化街区在设计的科学性,在保留其原有风貌特

色的基础上,实现与现代建筑的有效融合,共同发展[5]。 

2.3.3 建筑的有效规划与设计 

在对城市历史文化街区进行设计的过程中,街巷特色与

格局的保护是基础也是前提,实践过程中,要求设计人员重

点把握街区建筑形式,同时对街巷内外新建建筑的形式、高

度、风格等进行控制。在原有商业模式方面,要重点考虑新

型商业产业,不能因为要适应现代城市发展而改变历史风

貌。各地政府部门还要加大对历史文化设施的保护力度,实

现对公共绿地空间的有效开发[6]。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化城市发展过程中,实现对历史文化

街区的有效保护是必经之路也是必然选择,实践过程中,要

求设计人员准确把握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原则,在延续传统

建筑文化风貌的同时,还要注重其地域特色的保留,同时还

要对现代化建筑、周边环境以及文化街区之间的关系进行考

虑,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元素,对设计方案进行

创新,从而为新、旧建筑的和谐发展与共存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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