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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乡愁记忆的历史街区风貌改造研究
———以重庆市巫溪县漫滩路为例①

辛儒鸿, 吴丽佳, 周建华

西南大学 园艺园林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历史街区是城市文脉的灵魂,是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历史街区被蒙上了规划

不合理、发展不平衡等阴影.在新的审美与生活需求下,功能置换与未来发展等问题成为景观设计师思考的对象.
基于乡愁记忆的景观思想,是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情感文脉丢失、地域风貌趋同现象的反思与纠偏,期望能以人的

体验感知来打造富有乡韵的情感场所,寻回本土生活的情感归属.以重庆市巫溪县漫滩路为例进行研究,以期为同

类型历史街区风貌改造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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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街区发展的时代背景

作为承载当地居民记忆的实体,历史街区见证了数代人的繁衍生息,展现了城市的地域特色,保存了

完整、丰富的城市记忆.然而,在高速城镇化和乡村空巢化的影响下,我国的城市历史街区发展暴露出严重

弊病:经济冲动、搬迁安置、居民流失导致历史街区成为了“历史拼图”、“文化斑块”、“烂尾街区”[1].城市

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古迹留存亦是不可忽视的历史责任,两者矛盾日渐突出,何去何存,需认真

思考[2].于是,如何审视历史街区风貌改造,使其健康发展,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2 乡愁记忆引发的理性思考

2013年,中央对我国城镇化建设提出了“望山、见水、记乡愁”[3]的概念导向,这为我国历史街区发

展方向奠定了基调.“记得住乡愁”,体现了中央决策对新型城市化发展的长远考虑和理性思考,同时也

引发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乡愁”是什么? 如何解读现实意义的“乡愁”? 又如何将“乡愁”的呼吁转化

为实践措施?

从环境营建的视角分析,“乡愁记忆”体现于各个方面,是一个具有多种因子的巨系统,它包含了异域

和本土、现代和传统以及人为和自然等3个方面的辩证思考[4].凯文·林奇认为“每个人对城市的印象必然

会沉浸在记忆中”[5].笔者认为,“乡愁记忆”是一种对现代生活的厌倦和对传统生活的依恋交织而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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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寻找乡愁记忆是对当前认同危机的沉痛反思和对情感归属的强烈呼吁,也是对本土文化传承的美好

期许.人类栖居的早期阶段,乡愁被融入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乡愁

逐渐消失又被重新呼唤寻回.显然,乡愁记忆与特定场所有着深刻联系,富有乡愁的场所应该是像祠堂、古

屋、老街一类的真实场所,它包含了场所中发生过的生活场景[6].因此,寻找“乡愁记忆”,首先要寻找一个

能够承载乡愁的 “空间场所”,而历史街区则具备了诸多承载乡愁的场所基质.

3 基于乡愁记忆的历史街区风貌改造策略

3.1 传承历史文脉

历史文脉是历史街区的本源,凝聚着精华,延续着文脉,渗透着乡愁;寻找乡愁记忆,首先要寻找其历

史文脉.挖掘历史街区最珍贵、最本质的文化内涵,并使之形象化,让人能听得到、看得见,并亲身体验到

独一无二的特殊历史文化氛围,是传承历史文脉的根本任务[7].
对历史街区遗迹实体与物质状态的留存与保护是最直接的文脉传承方式.在改造之初首先要对历史街

区的现状进行综合全面调研和分析,对其历史价值及风貌质量等方面进行客观评价,并根据评价的结果,
“去糟取精”、“去伪存真”,从而回归文脉的原真性.

当然,面对土地制约和资源限制等因素,城市更新中的实体留存遇到各种挑战[8].于是,一种新的途径

和方式应运而生,即非实体留存.这种方式强调对非物质实体的保留传承,灵活而不受局限,是对 “原真

性”生活的回归,其核心在于整合历史文脉、延续场所精神、再现生活场景[9].
3.2 转换空间功能

“形式追随功能”是沙利文对现代主义的理解核心,也是对现代生活环境的价值概括[10].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历史街区的部分空间已不能满足新的生活需求,这就需要通过转换空间,赋予其新的功能,使其原

有的建筑与场地、植被与水系不仅具备生活交往等基础功能,还应承担起休憩、旅游、商业、文化、科普、
展览等更加人性化的公共空间诉求和配套功能需求(表1).

设计策略受现状条件及主客体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会以单独或组合的形式发生作用,使得建筑、场地

与街巷等空间实体在改造中被洗礼,而它们所蕴含的内在要素,如:风土文化、生活方式及意识形态等则

被经久承袭,进而转向更为开放、复合、多元的空间功能,承载乡愁,重温记忆.
表1 历史街区风貌改造的功能转换及转换期许

空间要素 原有功能 功能转换 转 换 期 许

街巷 居住、交通、交往 商业、游览、休闲 场景再现、经济繁荣、富有活力

建筑 生活、起居、商业 文化、展示、商业 舒适宜居、风貌独特、经济效益

场地 休闲、聚集、交流 交往、游览、休憩 拓展场地、开放空间、便于交流

植被 种植、绿化、乘凉 美化、观赏、产业 改善环境、提高品质、追求美学

水系 饮用、交通、洗衣 观赏、娱乐、游览 丰富景观、增加人气、凝固情怀

3.3 重置肌理要素

区域带动和生态示范是历史街区风貌改造所具备的特性,而这类空间场地往往具备一定的资源价值,
但从未有过人类栖居,或是在人类活动兴衰影响下而呈现出消极破败的状态.在这样的特性前提下,历史

街区风貌改造不能只是单纯地强调继承与延续,而是更加注重肌理要素的提取、解构与重置,从而重新塑

造场所特质和空间结构,重现乡愁记忆.
3.3.1 提 取

通过评估漫滩路历史街区的风貌特征,建立其改造模型,解读其典型肌理要素,最终提取出5种肌理

要素,即:街巷、建筑、场地、植被及水体.
3.3.2 解 构

通过解构要素间显性或隐性的联系,寻找场所精神与乡愁记忆的影子,在功能更新的前提下对原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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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进行转化,从而形成新的空间形体.
3.3.3 重 置

在总体风格把控和细节设计中,重置解构后的肌理要素,将历史记忆符号叠加其中,从而赋予历史街

区新的活力与功能需求(图1).
肌理要素的重置使得历史长久形成的精神场所被重塑,昔日隐含着记忆的生活场景被复活,这是一种

目的最直接、效果最明显的更新策略.

图1 肌理要素重置过程图

4 巫溪漫滩路风貌改造实践解读

重庆市巫溪县漫滩路历史街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浓厚的历史文脉而独具特色,它是“逍遥巫溪”和
“巫溪慢生活”的理念本源,街区内和谐的生活气息成为当代人记忆乡愁的典型代表.
4.1 现状特征分析

巫溪县地处大巴山东段南麓的渝、陕、鄂三省(市)结合部,是国务院公布的沿江开放县,也是三峡库

区移民开发县.巫溪漫滩路历史街区全长1.5km、宽10m,背靠古城墙,面向大宁河,街区对面是灵秀的

凤山,大宁河与凤山对街区成环抱之势,山水相间,山水环抱.起建于清光绪二十二年的古城墙成为漫滩路

历史文脉的核心.
4.2 主题目标定位

根据空间资源梳理、景观特征评估和核心价值判定,从传承历史文脉、再现乡愁记忆的视角出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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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发掘历史街区所蕴含地域文化和场所特质,提出“让风景融入生活,让生活成为风景”的设计主题,最终

把漫滩路历史街区打造成为映射昔日古城风貌、展现今日新城魅力的一面“镜子”

4.3 改造模式研究

漫滩路历史街区风貌改造遵从了交互设计与功能复合原则:“有意义的设计是设计者、设计作品与

体验者相互作用的漫长过程”[11],在设计过程中非常重视与当地居民的情感交流,尊重他们的记忆留

存,通过交互设计的方式,实现乡愁情怀的原真性.当然,设计不仅要承载地方情感,还要具备现代功

能,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它不能只是单一符号的个体集成,而是经过梳理、完善、传承、再现等途径实现

的功能复合体.
4.3.1 梳理空间

首先,在历史街区原有道路格局的基础上,重新梳理出清晰明确的街道轮廓和场所骨架,强化其经纬

街道格局,将场地内多种空间组织贯通,解决街区原有交通狭窄单一、内外街互通性差等问题,呈现出疏

密有致的交通形态肌理特征.其次,继承和保护传统街巷的走向、尺度和空间感,并将部分已被侵蚀的街区

空间还原给市民.在保持原有建筑空间的前提下,划分地块,呈现四面临街的空间格局,通过打破四面围合

的封闭式空间,清理废弃边角空间,形成易于交往的街道空间.
交通空间的梳理转换所呈现的直接产物是连续丰富的街区界面,这也成为漫滩路历史街区改造的又一

重要特征.改造打破一贯沿街平行布局的表现手段,梳理出平面空间进退有致、垂直空间起伏错落的空间

界面,配以灯光照射,呈现出更加生活化、场景化的空间(图2).

图2 空间梳理平面图

4.3.2 完善功能

空间的丰富性奠定了功能的多样性.功能性是历史街区的基本要求,是街区居民传承集体记忆的重要

保障.因此,完善街区功能尤为重要.本文归纳出以下4种模式,对漫滩路历史街区进行深化改造,从而使

其功能得到完善(图3).

1)传承优化.对结构形式完好但建筑风格凌乱的建筑,采用立面改造方式,增加青瓦屋面或挑檐,去

除面砖,对外墙进行粉刷,局部增加带有传统建筑符号的木构架,营造丰富统一的传统风貌氛围.

2)修缮改造.对结构严重破损的建筑,采取修缮改造的模式.去除已丧失打造基础的残缺实体,局部修

缮较为重要的街区节点.针对房屋密度高,空间压抑的区域,进行空间疏通,同时增加开敞的公共空间,如

休闲广场、观景平台、观景长廊、陈列廊等,展示巫溪独具特色的巫巴文化,使历史与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激活街区活力,重拾乡愁记忆.

3)恢复重建.对文物保护价值高、在过去县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城门楼进行恢复重建,恢复东门

和北门两座城门楼.根据县志中的记载,按照原有的形式和材料,还原历史,使其成为历史街区标志性的建

筑物,成为整个历史街区的控制点.

4)拆除补建.对原有条件恶劣和风格不协调的构筑物进行拆除,对具有保护价值的小体量建筑进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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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编号、异地重建.

图3 改造效果对比图

4.3.3 传承要素

1)布局.汲取历史街区原有建筑依山就势的布局形式,依据地形或层高变化,使屋顶组合高低错落

有致.结合单坡、双坡不同的屋面形式,形成丰富的组合关系,富于变化,层层叠叠,形成优美的建筑第

五立面(图4).

图4 布局要素提取与应用

2)形态.提取骑楼、游廊、爬山廊等极具传统特色形态的建筑,在扩大面积、防雨遮阳的同时,营造商

业气氛;歇山屋顶形式较为正式讲究,在城门楼、戏台等节点建筑中予以使用,丰富景观形态轮廓;悬山屋

顶是当地传统民居常见形态,屋面呈双坡,正脊两端伸出山墙之外,可作遮蔽保护之用,在修复新建中大

量采用了该形式(图5).

图5 形态要素提取与应用

3)色彩.在主立面改造中,运用传统川东建筑明确的线条划分,简洁的色彩搭配,使得原有建筑立面

焕然一新.墙面上浅下深,上为白墙,下为深色漆木板墙.主墙面暖灰色调,配以木框红漆花窗.屋顶多用

小青瓦屋面,墙面多用木材、抹灰.
4)肌理.墙体下部为防潮多用当地石材、火砖.在山墙面改造中,采用川东建筑暴露穿斗式结构,部

分建筑用条石、火砖砌筑山墙,简洁明快、清新自然,丰富了建筑外部轮廓和肌理,反映地方材料的独

特质感(图6).
4.3.4 再现风貌

历史街区承载着的乡愁记忆,区别于现代城市的建筑风貌、景观风貌、人文风貌以及生活风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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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漫滩路历史街区风貌改造中,规划师不仅思考景观的生态性、自然性,更多地强调“新与旧”、
“古与今”的有机融合,从而达到情感再现的目的.改造过程重点打造临街与临河沿线的街区意象,使居

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得以延续,人文精神得以传承.河岸上,亭台曲廊摆布其间,老人对弈,孩童嬉戏;街

巷口,弹唱吆喝,热闹非凡,邻里聚头,闲话家常.这里汇聚了巫溪“慢生活”的所有景象,生活即风景,

风景亦生活(图7).

图6 色彩肌理要素提取与应用

图7 风貌再现实景

5 结 语

尊重传统,寻回乡愁,留住记忆,人类社会的发展才是完整、稳定、循序渐进的,这是基于乡愁

记忆的历史街区风貌改造的根本目的和意义.历史街区风貌改造不是单纯的复古或革新,而是一种向

传统学习的设计原则与方法,尊重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本土传统,运用现代设计理念与手法,重现记忆

中的理想家园.
作为成功案例,重庆巫溪漫滩路历史街区风貌改造为巫溪城市发展定位开辟了新思路,也为类似条件

下历史街区规划方法提供了理论指导.希望此文能够引发更多关于“乡愁记忆”的景观思考,将“乡愁”背后

的问题意识给予深度挖掘,最终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根脉留存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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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LandscapeReconstructionofHistorical
BlocksBasedontheNostalgicMemory

———ACaseStudyofMantanRoadinWuxiCountyofChongqing

XINRu-hong, WULi-jia, ZHOUJian-hua
SchoolofHorticultureandLandscapeArchitec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historicalblockisthesouloftheurbancontextandalsoanimportantpartofurbanfunc-
tions.Withtheaccelerationofurbanization,historicalblocksareovershadowedwithunreasonableplan-
ning,unbalanceddevelopmentandevendeclineanddisappearance.Underthenewaestheticandlifere-

quirements,issueslikefunctionreplacementandfuturedevelopmenthavebeentakenintoconsiderationin
landscapedesign.Thelandscapethoughtbasedonnostalgicmemoryisarectificationofthecurrentphe-
nomenonofregionalcontextfragmentationandurbanlandscapesimilarities,whichaimstoestablishplaces
fullofgeographyemotiononthebasisofpeoplesperceptionandexperience,soastorealizelocalidentity
andfeelingascription.ThispapertakesMnatanRoadinWuxi,ChongqingCityasanexamplesoastopro-
videreferenceforsimilarhistoricalblockreconstruction.
Keywords:nostalgia;memory;historicalblock;landscapereconstruction;Mantan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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