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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保护类历史街区是城市历史文化和城市功能组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城市的更新和发展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
 

但是因为内部并没有划分明确的保护范围,
 

导致其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历史文脉缺失、
 

发展不均衡

和空间复杂混乱等诸多问题.
 

在空间问题研究中,
 

空间句法理论将物质空间作为单独的本质元素进行系列研究,
 

并

以此为基础延伸到对社会、
 

经济、
 

认知和行为等领域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对分析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空间形态变化

问题提供了量化的分析方法.
 

该文运用空间句法相关理论方法及辅助软件,
 

建立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尺度下不同时

期的城市和街区的多层次拓扑关系模型,
 

分析得到非保护类历史街区与城市的空间形态变化的特征和关系:
 

①
 

非

保护类历史街区地理位置大多处于偏近城市中心区的附属区域,
 

在城市的文化历史和功能承载中起到了中间过渡

和起承转合的重要作用;
 

②
 

非保护类历史街区受到城市“组团式”发展的影响,
 

其复合功能的承载潜力影响范围逐

渐缩小;
 

③
 

非保护类历史街区内部深度相对较大,
 

整体交通便捷度相对较低;
 

④
 

人对于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可理

解度普遍较低,
 

游客和居民都不便认知整个空间.
 

根据特征和关系进一步解析得到变化原因在于历史价值和生活

价值的动态调整,
 

发展策略的重点也是城市文脉保护和居民生活需求的平衡与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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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历史街区是城市历史沿袭和文化传承的集中体现,
 

其关注度和研究热度也一直较高[1].
 

“非保护类历

史街区”[2]的概念在2016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坛上一经提出就迅速地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线.
 

非保护类

历史街区承载着浓厚的城市记忆,
 

能够展示城市历史沿革和反应当地传统文化特色[3],
 

但也存在着城市文

脉延续困难、
 

内部各组团发展不均、
 

历史空间和生活空间混杂不清等多方面问题[4].
现阶段对于城市非保护类街区的研究主要从3个方面进行:

 

①
 

介绍非保护类街区的定义与实例列

举[5];
 

②
 

对保护类街区和非保护类街区进行横向区别对比[6];
 

③
 

对街区中的社区、
 

建筑、
 

交通路径的活力

再生模式进行讨论[7-9].
 

而针对城市本身形态和城市内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空间形态的历史演变过程则相对

研究较少.
空间形态的历史演变既包括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

 

也包括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10].
 

随着非保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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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对城市发展的价值不断体现,
 

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演变成为城市更新发展的重要体现点之一.
 

本研究

将从城市和街区的发展角度出发,
 

建立城市和街区两个尺度的空间拓扑关系,
 

在每个尺度上选取同一区域

的不同时间点相互比较,
 

归纳出研究对象多层次空间形态特征,
 

通过类比提出城市和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

协同发展要点.

2 研究对象概况与方法应用

2.1 研究对象概况

重庆市合川区文峰古街片区总占地面积约43
 

hm2,
 

地处嘉陵江和涪江两江交汇的滨江南部.
 

整个街区

依靠岩壁往内而建,
 

以地标性建筑“文峰塔”为中心,
 

向沿江两端辐射形成近条状通廊.
 

原址的文峰老街始

建于西周时期,
 

由于水运码头繁荣,
 

在明清时期盛极一时.
文峰古街片区于2010年开工改造建设,

 

2012年5月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文峰古街片区内文峰塔、
 

抗

战盐仓及晒网沱码头等历史区域虽然有着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但是因为城市的不断发展而受到更新建设

的侵入,
 

导致在改造之前,
 

整个街区已经展现出年久失修、
 

杂乱无章的状态.
 

大量的民居建筑因为常年无

规划无管束地发展,
 

内部交通不畅达,
 

布局较为混乱[11].
 

城市的历史价值和城市的发展问题都在该街区中

有所体现,
 

因此可以说文峰古街片区是城市内部非保护类街区的典型代表之一.
2.2 空间形态多层次划分与研究方法简介

合川文峰古街片区既是有着文化传承价值的历史街区,
 

又是在旧城更新改造中有过较大变化的城市街

区.
 

城市的历史文化需要存留,
 

街区的发展更新需要推进,
 

而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缺乏明确界定的保护范围,
 

无序的发展过程也就产生了空间上的矛盾.
 

城市本身和非保护类历史街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更新,
 

城市

的问题体现在城市中心转移带来的发展是否均衡、
 

城市交通是否主次干道分明、
 

城市的空间能否承受混合

丰富的功能等方面,
 

而历史街区的问题体现在内部步道是否便捷、
 

能否准确向游客传达应有的精神文化等

方面.
 

所以本研究在选取多个时间点的基础上,
 

通过划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尺度对应街区与城市发展关系、
 

街区自身内部变化这两个方面,
 

力求较为立体地阐述研究对象的空间形态变化过程.
在研究空间形态的方法中,

 

空间句法对目标空间进行了层次上的划分,
 

然后进行空间上的分割,
 

并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复杂的相互关系[12].
 

空间句法运用新的方法描述城市公共空间,
 

也将社会经济活动

引入到空间之内,
 

展示了空间与社会的系列理论关系和实践技术[13].
 

本研究将主要采用空间句法理论及其

辅助软件作为主要的技术手段去解析研究对象存在的实际问题.
 

在资料采用和数据来源方面,
 

主要将依据

合川区1971年改革开放和城市大规模发展之前、
 

2008年城市快速发展时期、
 

2018年城市存量发展时期这

3个重要时期的城市街巷地图(图1:
 

据图片资料整理、
 

改绘.)以及文峰古街2008年进行旧城更新改造前的

老街区和2018年旧城改造基本完成后重新开放的新街区的平面图(图2:
 

据图片资料整理、
 

改绘.)导入

AutoCAD中做进一步的图形处理,
 

并建立空间句法轴线模型,
 

便于在空间句法辅助软件Depthmap中进行

下一步的详细分析.

图1 不同时期重庆市合川区的卫星底图和街道轴线叠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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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时期合川文峰古街片区的卫星底图和街巷轴线叠加图

2.3 空间句法的形态变量选取

在宏观尺度上,
 

主要分析文峰古街历史街区与所处地———重庆市合川区城市整体的关系,
 

着重关注场

地在城市中的所处区位和场地边界与城市的相交部分.
 

在这一尺度上,
 

城市的平面空间发展更新主要体现

在城市集成核的转移、
 

城市内部主次干道的转变以及城市内部空间复合功能的负载潜力变化这3个核心问

题.
 

在空间句法的多个形态变量中,
 

选取集成度、
 

控制值和共生度对应城市尺度的3个方面.
在微观尺度上,

 

主要分析文峰古街历史街区的自身内部空间,
 

着重关注建筑群体分布情况和街巷广场

等公共活动空间.
 

在这一尺度上,
 

街区本身的发展更新主要体现在内部交通的便捷程度变化、
 

居民游人对

于整个街区的认知程度转变这两个核心问题.
 

在空间句法的多个形态变量中,
 

选取深度值和可理解度对应

街区尺度的两个方面(表1).
表1 本研究选取的空间句法中重要形态变量

选取的形态变量 特  性 含  义

集成度 空间联系程度 某个节点与其他更多节点的联系

控制值 空间控制能力 局部认知整体的能力

共生度 空间混合功能承载潜能 区域整体功能的发展状态

深度值 空间的可达性 到达一个点的能力

可理解度 空间的可读性 局部认知整体的能力

3 研究对象的空间句法解析

3.1 宏观尺度

3.1.1 不同时期全局集成度与城市集成核转移

集成度表达了范围内的某一个节点对周围的交通吸引潜力,
 

集成度是一个关于“1/Total
 

depth”的函

数,
 

集成度越高的节点,
 

其可达性和交通便捷性就越高;
 

集成度较低的空间通常从其他节点到达比较困难.
通过对合川区1971年、

 

2008年、
 

2018年3个时期主城区区域的空间系统构建的空间句法分析对

比,
 

得到了合川区城市集成核的动态转移图像,
 

在图像上暖色集中出现的区域即为核心部分(图3).
 

1971年,
 

城市集成核位于涪江沿岸,
 

整体集成度数值为1.125
 

42,
 

当时水运较为发达,
 

沿江码头渡口较

多,
 

合川区城市内部有多条道路直通各个码头渡口,
 

而合川区城市内部仅有一座大桥连接南北城区,
 

图

2中表示集成度较高的红色和橙色的轴线基本分布在涪江大桥和滨江路周边,
 

整体形成了“一桥连两岸”

的城市结构.
 

1981年,
 

合川区遭受特大洪灾,
 

城区开始大规模重建[14].
 

2008年,
 

随着城市道路的快速

发展,
 

水运已不再是城市主要交通方式.
 

涪江二桥的建成加强了南北城区的联系,
 

城市集成核开始往商

业更加丰富的北城,
 

尤其是瑞山路周边转移,
 

此时城市的整体集成度数值为1.310
 

69.
 

2018年,
 

城市结

构继续丰富,
 

整体集成度数值增长到1.365
 

07,
 

南屏大桥建成后与东渡大桥、
 

涪江大桥形成城市内部3
个城区的交通回环,

 

城区联系进一步加深.
 

城市西北部发展加快,
 

形成大学城片区和花滩新城片区.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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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文峰古街、
 

滨江路和城市阳台的建设,
 

使得沿涪江地段成为了集成度较高的城市热区,
 

这一些路段

也在轴线图上表现为红色或者橙色.
 

而城市边缘新建的湿地公园和大学城等集成度较低的地段多表现

为蓝色或紫色,
 

这些空间的通达性相对较差.

图3 不同时期重庆市合川区全局集成度轴线图

在经过近半世纪的发展后,
 

城市大规模建设,
 

新的路网不断搭建,
 

城市边缘逐渐扩张,
 

内部结构更加

复杂化,
 

街道互相形成网格形式,
 

由巷道进行穿插,
 

形成较为丰富的城市交通网络.
 

在轴线图中,
 

城市集成

核均稳定集中在沿涪江两岸附近,
 

表明城市一直是围绕着城市的中心不断发展.
 

而集成度数值不断地增

长,
 

表明随着城市内部较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
 

充足发展后形成大斑块的城市用地逐渐取代了生

活、
 

历史和文化气息更为浓厚的细化的街巷空间,
 

虽然城市整体形态更加清晰,
 

但是可能逐渐缺失一些城

市内部空间中的细节.

3.1.2 不同时期控制值与城市主次干道转变

控制值表达为一个节点对与之相邻的多个节点的控制能力,
 

在Depthmap中,
 

相对轴线颜色越接近红

色,
 

其控制值越高.
 

在控制值轴线图(图4)中,
 

1971年、
 

2008年、
 

2018年数值相对较高的分别是瑞山路、
 

南屏路和涪江大桥,
 

数值分别为4.533
 

77,3.294
 

05和2.798
 

41,
 

且代表高数值的暖色系轴线数量逐渐变

多,
 

表明在这3个时期中,
 

城市内部空间的相互控制力有所增加.

图4 不同时期重庆市合川区控制值轴线图

1971年,
 

北城部分相对发展状况较好,
 

但交通多为短轴线,
 

从而导致几乎横贯北城,
 

并与多条短轴线

相交的瑞山路成为了控制力最高的街道;
 

2008年,
 

南城部分已经成为城市新的行政和商住中心,
 

横纵斑块

分区下的南城街区中相对更长的南屏路也就成为了南城乃至整个合川对周边控制力最强的街道;
 

2018年,
 

新的跨江大桥建成,
 

城市内部进一步发展,
 

交通形成大环线,
 

而这条环线上的涪江大桥的作用随之而升,
 

整个城市数条控制值相对较高的道路也使得城市交通热区分布更加平均,
 

让城市主干道压力也相应减低.
 

随着时间的增长,
 

城市主干道的选取从单纯的长街就是城市干道,
 

转变为地理位置重要、
 

周边交通运转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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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街道才是主体,
 

而且这样的主体街道量不断增加,
 

使得城市交通更加合理化和多样化.

3.1.3 不同时期共生度与城市复合功能承载潜力的变化

共生度表示了空间中其片区域承载复合功能的潜力.
 

共生度越高,
 

表示该区域能够承载复合功能的

潜力越大;
 

相反,
 

其承载潜力相对较小.
 

选择同一时期不同尺度的轴线图,
 

在Depthmap中将集成度设置

为X 轴,
 

将选择度设置为Y 轴,
 

而共生度的数值就是选择度和集成度作为变量时回归系数R2 的数值

(表2).
 

R2 的数值和共生度的大小呈正相关关系.
 

通过在Depthmap中建立合川城区拓扑半径r=3,r=
5,r=7,r=9的空间句法轴线模型,

 

得到全城交通网络的集成度与选择度的参数,
 

用这两个参数值建立

共生度线性方程.
表2 重庆市合川区1971年、

 

2008年和2018年不同拓朴半径的共生度R2 数值

时间 r=3 r=5 r=7 r=9

1971 0.341
 

926 0.247
 

426 0.328
 

710 0.376
 

944

2008 0.467
 

318 0.564
 

325 0.583
 

599 0.571
 

362

2018 0.393
 

987 0.391
 

122 0.378
 

168 0.381
 

517

  从纵向时间轴上,
 

总结3个时期合川城区的发展来看,
 

城市在处于2008年的时候共生度最高,
 

而2018
年较1971年来说也是全面领先的.

 

其原因就在于城市在改革开放大建设之前,
 

城市承载的功能不多且每个

片区均较为单一.
 

在城市建设高峰阶段的2008年左右,
 

城市发展潜力最大,
 

新城区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城

市功能分区,
 

这个时期城市的复合功能承载潜力是相对较高的.
 

增量建设期过后,
 

城市功能分区也逐渐稳

定,
 

形成了多个城市组团,
 

城市复合功能承载潜力开始下降,
 

多个地区从政商农住的混合区域整合为单一

性质的城市组团.
从横向空间轴上,

 

对比r值选取对数值的影响来看,
 

3个年份最高的值分别出现在1971年的r=9得

到的数值(0.176
 

944)、
 

2008年r=7得到的数值(0.583
 

599)和2018年r=3得到的数值(0.393
 

987).
 

在

共生度研究中,
 

拓扑半径r的大小也就代表着功能影响半径的大小.
 

r 越大,
 

复合功能的承载潜力就在越

大的范围内能得到体现;
 

反之,
 

潜力只在相对小范围内体现出来.
 

从现状来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城市的发

展,
 

复合功能的承载潜力影响范围逐渐缩小,
 

所以可以说现在城市的发展模式也逐渐从功能的高数量覆盖

转变为了每个功能的高质量打造上(图5).

3.2 微观层次

3.2.1 街区深度值与交通便捷度变化

深度值表达的是范围内的节点在拓扑意义上的“可达性”,
 

表示从1个节点到另1个节点需要的步数,
 

这里的数值不是代指实际中的距离,
 

而是这1个节点在到达全局中的另1个节点的“交通便捷性”.
在对文峰古街片区2008年和2018年的轴线图进行空间句法分析后,

 

代表深度值相对较低的蓝紫色轴

线均大幅集中在街区的核心公共区域,
 

这些交通道路多是形成环线且围绕了一片功能区域.
 

在核心区域的

北侧有涪江、
 

西侧有交通要道涪江大桥,
 

这两侧的地理特性阻隔了街区向外延展的趋势.
 

街区的主要发展

在东南侧,
 

尤其是在东侧随着远离核心区域(在图像上表现为暖色轴线),
 

联系开始逐渐匮乏,
 

其深度值逐

渐升高(图6).
在2008年,

 

交通便捷性最高的区域处于围绕街区中心的文峰塔而形成的公共活动空间,
 

此时的民居建

筑布局呈放射型发展,
 

有利于区域内居民的出行.
 

在重新规划后的2018年,
 

交通便捷性较高的区域逐渐增

大,
 

进一步囊括了两片主要商住区,
 

这样的发展也综合了居民的出行方便和游客的交通便捷.
 

但是在两个

时间段得到的深度值平均数为161.302和417.012,
 

深度值大幅增加,
 

这也表明随着空间结构的不断发展

和细化,
 

单一的聚居区转变为综合性的城市街区,
 

路网的交错复杂和地理位置的限制使得文峰古街片区内

部的整体交通便捷性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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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重庆市合川区2018年r=3,5,7,9时共生度轴线图

图6 文峰古街2008年和2018年深度值轴线图

3.2.2 街区可理解度与人群认知程度转变

可理解度表达的是在1个节点上理解整个空间的能力,
 

而可理解度的值则是将局部集成度作为 X

轴,
 

全局集成度作为Y 轴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的数值R2.
 

在空间句法软件Depthmap中建立2008年

和2018年文峰古街片区的两个轴线模型,
 

并分别对两个轴线模型在拓扑半径r=3和r=n 的情况下进

行分析,
 

得到文峰古街片区的全局集成度和“r=3”的局部集成度(图7).
 

当整个空间的可理解度较低

时,
 

R2 的值处于0~0.5之间;
 

当可理解度相对一般时,
 

R2 的值处于0.5~0.7;
 

当可理解度较高时,
 

R2

的值则会大于0.7.
从Depthmap生成的散点图来看,

 

2008年文峰古街片区的可理解度为0.791
 

910,
 

处于较高水平,
 

而到

了2018年降到了一般水平的数值0.577
 

041(图8).
 

这样来看,
 

通过整合后的文峰古街片区整体的环境辨

识度降低,
 

虽然在重建更新发展中扩宽了街区范围,
 

但是相应局部的人性化活动元素和公共空间的缺失,
 

让人会在部分空间内产生困惑和迷失感.
 

主要原因就在于随着文峰古街片区的面积增大,
 

其功能也更加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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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它不单单是一个城市居住区域或历史文化区域的集合,
 

而是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多个区域,
 

其中包含了

多种功能形态.
 

新建商住区域和历史建筑、
 

文化商业街和生态滨江公园等元素的杂糅,
 

所表现出的思想和

风格的差异导致了居民或者游人很难从某一节点认知理解到整个空间.

图7 文峰古街2008年和2018年局部集成度和全局集成度轴线图

图8 文峰古街片区2008年和2018年可理解度轴线图

4 总 结

本文通过对合川区和文峰古街片区不同时期下的两个不同尺度的空间形态变化研究,
 

得到以下结论.

1)
 

研究对象重庆市合川区在近年来都是集成核心相对突出的城市,
 

有较为明显的中心集成核和附属

空间,
 

文峰古街片区本身不处于城市核心发展区域,
 

但是毗邻城市中心区域、
 

沿江发展带和城市主干道,
 

存在着较高的中心潜能,
 

人流量也相对较大.

2)
 

从城市共生度角度出发,
 

文峰古街片区的大致功能定位在城市整体更新发展中并未受到过多干扰,
 

但是对内部发展的精细度要求有所提高.

3)
 

在文峰古街片区内部,
 

居民和游客虽然可以通过多种交通路线到达目标节点,
 

但路线相对还是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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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
 

其交通整体便捷性一般.

4)
 

街区的可理解度相对较高,
 

但是在发展中局部逐渐偏离历史文化街区的环境特点要求,
 

而且整体对

于局部的影响力和统率力逐步被削弱,
 

导致了人在街区内可能会出现茫然和迷失的感觉.
从城市层面上来看,

 

以文峰古街片区为例的城市内非保护类历史街区在城市的文化历史和功能承载

中起到了中间过渡和起承转合的重要作用.
 

相比保护类历史街区,
 

这一类非保护类历史街区也应当得到

更多的关注,
 

在保护核心历史区域的同时,
 

更多的是要保护城市的原生文化、
 

历史传承和生活气息.
 

这

一点在城市的发展更新中,
 

要通过打造区域组团、
 

规划主体交通路径的方式去引导城市居民和游客进入

到街区之中.
从街区层面上来看,

 

文峰古街片区在发展中应当做到既不干涉商住区和生态公园的相对宁静感,
 

又不

削弱商业街汇聚人气的要求.
 

非保护类街区也应当在延续其核心历史文化要素的同时,
 

对当地居民的生活

环境做出更新和改善,
 

提高生活品质和城市形象.
 

在发展中,
 

对城市的生态贡献也要得到进一步体现.
 

同

时,
 

通过以旅游为主的商业资本进驻打造特色历史街区也是一种较好的发展形式.
非保护类历史街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空间形态变化也折射出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与更新状

态.
 

非保护类历史街区可以比喻为城市历史保护空间和城市新兴生活空间的中间纽带,
 

城市赋予它的历史

价值和生活价值并存,
 

且二者的关系处于动态变化过程当中,
 

这两个价值都很重要.
 

因而在城市的发展中,
 

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更新应该要从“要点”和“痛点”转变为“动力”和“窗口”,
 

做到城市文脉价值体现和居民

生活服务需求处于较好的平衡状态.
 

非保护类历史街区是一个空间、
 

社会、
 

经济和人文等多个要素的综合

表现体,
 

本文借用空间句法从空间这一要素出发,
 

讨论了空间形态变化显现出的部分社会、
 

经济、
 

人文问

题,
 

要真正针对城市与非保护类历史街区提出全面的保护和发展策略,
 

还需要在多个方向多个学科上进行

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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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protected
 

historical
 

block
 

ar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urban
 

historical
 

culture
 

and
 

urban
 

func-

tional
 

groups.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of
 

cities,
  

but
 

because
 

they
 

do
 

not
 

clearly
 

define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they
 

are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re
 

have
 

been
 

many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historical
 

context,
  

uneven
 

development,
  

and
 

complicated
 

space.
 

The
 

spatial
 

syntactic
 

theory
 

in
 

the
 

study
 

of
 

spatial
 

problems
 

takes
 

the
 

material
 

space
 

as
 

a
 

separate
 

essential
 

element
 

in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based
 

on
 

this,
  

extends
 

it
 

to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conomic,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domains,
  

thus
 

providing
 

a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morphological
 

change
 

problem
 

of
 

historical
 

blocks.
 

Using
 

the
 

spatial
 

syntax-related
 

theoretical
 

methods
 

and
 

the
 

auxiliary
 

software
 

in
 

a
 

case
 

study
 

of
 

Wenfeng
 

Ancient
 

Street
 

in
 

Hechuan
 

of
 

Chongqing,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multi-level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model
 

of
 

cities
 

and
 

blocks
 

in
 

different
 

periods
 

at
 

macro-and
 

micro-scale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s
 

of
 

spatial
 

patterns
 

of
 

unprotected
 

historical
 

blocks
 

and
 

citie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①
 

The
 

unprotected
 

historical
 

block
 

is
 

located
 

in
 

the
 

sub-area
 

of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city.
 

The
 

block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mediate
 

transit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
 

the
 

citys
 

cultural
 

history
 

and
 

function.
 

②
 

The
 

unprotected
 

historical
 

blocks
 

are
 

affected
 

by
 

the
 

“sroup-type”
 

developnent
 

of
 

the
 

city,
 

and
 

the
 

scope
 

of
 

the
 

bearing
 

potential
 

of
 

its
 

composite
 

functions
 

is
 

gradually
 

shrinking.
 

③
 

The
 

interior
 

of
 

the
 

block
 

is
 

deep
 

and
 

the
 

overall
 

traffic
 

convenience
 

is
 

low.
 

④
 

The
 

publics
 

comprehensibility
 

of
 

unprotected
 

historical
 

block
 

is
 

low,
  

and
 

tourists
 

and
 

residents
 

are
 

not
 

a-

ble
 

to
 

recognize
 

the
 

entire
 

spac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
  

the
 

reason
 

for
 

the
 

change
 

is
 

the
 

dynamic
 

adjustment
 

of
 

historical
 

value
 

and
 

life
 

value.
 

The
 

focus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should
 

be
 

the
 

balance
 

and
 

synergy
 

between
 

urban
 

context
 

protection
 

and
 

residents
 

living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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