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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遗产曾作为城市中最具活力与生气的组成部分，见证了城市随时代更替的发展。在物质资源较为丰

富的今天，城市遗产不应只局限于作为见证历史与文化演变的旁观者，还应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遗

产活化”可通俗地解释为通过外在的现象或者形态使历史、遗产处于与人的行为产生关联的活化状态。

城市遗产在城市文化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遗产活化”在增加历史文化底蕴方向为“公园城市”

发展提供了切入点。本文通过分析济南市遗产资源现状，针对济南市老城区遗产活化所面临的问题，分

别在城市游线、周边联系、遗产保护和活化导向四个方面对济南公园城市发展提出了将遗产活化作为城

市更新触媒的设计策略，以期为全国公园城市发展提供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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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heritage was once the most vibrant and dynamic part of the city, witnessing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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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ity over time. Nowadays, with the richness of material resources, urban heritage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being a bystander witnessing the evolution of history and culture, but should also be 
endowed with new values of the times. The term “heritage revitalization” can be loosely interpreted 
as the revitalization of history and heritage by means of external phenomena or forms that are as-
sociated with human behavior. Urban heritage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ulture, and “heritage revitalization” provides an entry poi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ark 
city” in the direction of increas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eritage resources in Jinan, and addresses the problems of heritage revitalization in the 
old urban area of Jinan, and proposes a design strategy of heritage revitalization as a catalyst for 
urban renewal in the four aspects of urban tourism, peripheral links,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revi-
talization orientation,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guiding opin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ark cities 
nation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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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遗产即建于城市中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历史街区、历史环境以及历史建筑物等，它往往曾是

城市中最具活力与生气的部分，同时也是体现一个城市传统文化与地方特色的重要组成。受美国城市发

展概念影响，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相似性也随之上升，城市发展与城市遗产

保护逐渐呈现出对立的关系。自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公园城市”理念，全国各城市积极响应号召，

深度发掘适合自身的公园城市发展道路。济南市不仅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城市遗产保护传承泉城历史

文脉，充分活化城市遗产资源，打造成为泉城文化名片，同时，近年来济南根据“公园城市”理念进行城

市建设，“推窗见绿、转角入景、开门进园”成为市民生活新常态，济南正变身成为“千园之城”。本文

基于公园城市视角，针对济南市老城区进行城市遗产活化设计研究。 

2. 遗产活化与公园城市 

2.1. 遗产活化 

2.1.1. 城市遗产 
城市遗产，简单地说就是城市内的有形的文化遗产，也可以被认为是城市内一切具有建筑、美学、

历史、考古学、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价值并且具的历史建筑[1]。如今现存的城市遗产一部分已经失去

了其原有的功能，如提供居住环境、帮助生产等，在物质资源较为丰富的今天，遗产的属性不应只局限

于见证历史与文化，还应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 

2.1.2. 遗产活化的起源与发展 
“遗产活化”理论研究在国外最早源于“遗产商品化”，将“遗产”与立法性、政治性的过程融合在

一起，由此赋予其社会价值。而后“遗产活化”一词被美国国家服务指南解释为通过外在的现象或者形态

使历史、遗产处于与人的行为产生关联的活化状态[2]。近年来，我国遗产活化进程正开始由空间设计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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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更深层次探索，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分别对遗产活化进行了相关的设计研究。一部分学者注重遗产所蕴含

的社会价值以及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也有部分学者对遗产保护与活化之间的平衡表现出格外的担忧。但不

可否认，随着我国对遗传资源保护的逐步重视，相应的遗产活化设计也在各方面成为设计研究热点。 

2.2. 公园城市 

公园城市与城市公园相对应，它是一个覆盖城市全部的大系统，其中绿地系统作为城市的基底，而

城市是从绿地里长出的无数建筑组合[3]。现如今，公园城市在我国各个城市展现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

趋势。 

2.3. 遗产活化与公园城市 

“公园城市”着眼于“城”、核心在“公”、重点在“文”，公园城市文化化、城市文化公园化，形

成人、文、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是城市宜居宜业宜游的空间载体。城市遗产在城市文化发展中起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增加历史文化底蕴方向为“公园城市”发展提供了切入点。 
文化建设是当今高速城市化进程中避免“千城一面”的有力保障。城市遗产活化作为城市文化建设

中最为高效的手段之一，首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规模的城市重建，既有利于城市文脉的延续，又有

助于节约城市更新的成本。其次，强调了城市遗产的文化意义，注重城市历史文化传承，为构建城市特

色发挥着重要力量。最后，作为触媒为城市更新注入了新的活力点，为“公园城市”发展指出了文化建

设层面的方向[4]。 

3. 济南遗产资源 

3.1. 历史沿革 

如今的济南古城依托于明府城而建，古城池四周由护城河围合，面积 3.26 平方公里。平面布局以其

形状不甚规整、四门不对称为特色，加之有天然的泉水和依山建城的独特地理位置，在中国古代城市发

展史上举足轻重。济南古城自 2600 年前建城起，经历了历下古城堡、秦汉历城县城、魏晋南北朝“双子

城”、齐州州城(母子城)和济南府城的演变过程，因其位居名山大川冲要之地，城址从未迁移[5] (见图 1)。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ancient city of Jinan 
图 1. 济南古城演变示意图① 

3.2. 遗产价值 

济南作为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突出的遗产价值与特色经过分类总结可分为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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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因泉而生，泉城共生 
济南古城是我国现存唯一一座因泉而生，泉城共生的大型城市聚落，是古城冷泉利用体系的典范，

古人通过改造利用泉水环境，衍生出护城河、明渠暗渠、街巷、大明湖、北水门、王府、明城墙等一系列

城市组成要素，奠定了古城及济南名泉文化景观的整体大轮廓，创造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宏大景观，

塑造了城内依泉布局的路网骨架以及与泉共生的街区景观，形成了济南名泉环境下独特的聚落类型及与

之相适应的聚落细部特征，最终共同塑造了济南名泉文化景观[6]。 
同时泉水还孕育了济南的名仕文化，塑造了泉水景观中复杂多样的泉水文化空间，涵盖了泉鉴文化、

泉园文化、泉娱文化和泉茶文化。 
从古至今，济南居民生活与泉水息息相关，泉水在济南民众心底形成了深深的泉水情结这一情结维

系了济南城市空间居民临泉而居的生活习俗，结合泉水水系脉络，形成一条条泉水街巷和一个个泉水院

落；泉水小溪线流，串院走巷汇合于河道或水池，又共同形成街巷聚落的公共水系空间。 

3.2.2. 古城商埠，东西并举 
古城内的各类历史建筑，反应了济南变迁的过程。各个时代的建筑艺术风格、类型不同的传统民居

兼南融北，形成了以泉水为构图中心的建筑园林风格。济南是中国近代首批自开埠城市之一，丰富的近

代遗产是济南近现代城市发展的缩影，是中国近现代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商埠区的开发在为中外商人

进行商业活动提供空间条件的同时，也促成了在国内独具特色的大规模城市建筑群的出现多元化的建筑

类型、多样性的建筑风格，形成中西建筑文化交融于一体的商埠风貌。 
商埠区开埠后形成了小格网的特色格局，同时商埠区在建立之初就确定了商埠公园的规划。公园除

建有中国古典园林外，还兼具会展、集会等现代功能，成为当年济南最具盛名的公共活动场所[7]。 

3.2.3. 文化多样，贯通古今 
济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龙山文化、儒释道文化、名士文化、红色文化特色突出，且济南历史

文化不仅限于众多已知的遗址景点，济南市域范围内历史传统村镇众多，是济南泉城共生的重要载体，

同时也为济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保护和活化基础。 

4. 济南城市发展 

4.1. 发展历史 

济南市在过去十几年里经历了高速城市化进程，但同时也兼顾了人居环境的高质量发展。自 2017 年

以来，济南市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穿始终，积极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和城市绿化工作，并于 2019 年国际花园城市竞赛中从维也纳、里斯本、布宜诺斯艾利斯、罗马等 100
多个申报城市中脱颖而出，荣获最高奖项金奖，同时获得环境保护与绿色经济唯一单项奖。可见济南的

城市环境发展从始至终在维护人居环境方向稳步前行，为近年来发展公园城市打下了坚实基础[8]。 

4.2. 现状问题 

济南市在推进“公园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首先，城市绿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土地资源，而济南市作为一个发展中的

大城市，土地资源紧张和环境治理成本高是制约公园城市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 
其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土地利用和规划也面临着挑战，如何在城市发展中保护和利

用好城市的历史遗产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济南市对城市遗产的保护工作较为重视，且取得了较为优

秀的成果，但在保护方式上仍存在不足，如对泉水的保护，有些还仅限于对城区内泉进行保护，而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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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的涵养和流经通道的保护力度尚有欠缺。 
此外，在城市遗产活化层面，虽然济南市当前在遗产文创、遗产数字化等新兴形式方面做出了较好

的成绩，但在传统的风景园林设计方向上还是以强化宣传和场地修复设计或改建设计为主，并未引起城

市遗产活化质变，其作为城市更新的触媒点发挥的作用还有不足。 

5. 以公园城市视角引导城市遗产活化的设计策略 

与单一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理念相比，公园城市视角下的城市遗产活化则更倾

向于将城市遗产视为城市更新中的“点”，通过城市遗产活化体系的搭建，将多个“点”连接成网状，从

而覆盖整个城市空间，注重遗产活化为城市整体带来的影响[9]。公园城市的基本属性是公共性、融合性、

生态性和发展性，强调“共享”，而遗产活化虽存在范围小的局限性，但是也蕴含了城市独有的文化性，

构建城市遗产活化体系，可以使城市遗产文化的影响力相互结合，这种结合并非是“1 + 1 = 2”的简单相

加，而是通过设计使其具有联动性的关系。因此，基于“公园城市”视角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城市遗

产活化体系的搭建进行设计策略引导。 

5.1. 精细公园城市游线，加强城市遗产联系 

虽然现存部分城市遗产在城市中的区位经过前人的设计规划思考，但较多遗产的选址仍缺乏现代科

学性的参与或已不再适应当今的城市规划，优化公园城市游线，不仅是为了解决城市遗产直接联系较弱，

难以形成体系的问题，同时也是结合公园城市理念，提升交通功能符合弹性的举措。济南市在城市化进

程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交通拥堵，而城市遗产聚集的老城区交通环境情况更为复杂，由于大明湖、

趵突泉、五龙潭、百花洲等城市遗产的影响力提高以及当代游客出行意愿升高，城区的人流和车流量经

常超过区域所能承载的流量，因此，优化游线设计仍是济南公园城市发展的可行手段(见图 2)。 
 

 
Figure 2. Jinan old town urban heritage linkage and neighborhood tour lines 
图 2. 济南老城区城市遗产联系与周边游线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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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统筹遗产周边空间，确保触媒切实有效 

由于城市遗产本身的特殊性，即城市遗产往往曾是城市中最活跃、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城市遗产

多建立于古城区内部，尽管可能经历了数个时代，但其周边空间往往都会有人类活动。在公园城市发展

进程中，触媒点要充分与周边场地结合，产生有机联系，才能带动触媒点辐射范围内的区域进行城市更

新。由于我国前几十年城市化进程过快，导致部分城市遗产周边空间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地域特色，统

筹规划设计这些空间将是触媒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济南市老城区内遗产较为集中，且周边保留了大量

历史文化街区，不仅更好地还原了济南古城风貌，也为济南市古城文旅填补了空缺(见图 3)。 
 

 
Figure 3.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neighborhood of Baihuazhou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neighborhood 
图 3. 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周边现状③ 

5.3. 巩固遗产保护成果，扩大原有工作范围 

城市遗产活化的首要前提是遗产保护，健康的城市遗产状态也能更好地为遗产活化工作提供助力。

近些年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步转入高质量发展，城市遗产保护工作再一次被全国各地重视起来，但工作的

准确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仍存在不足，为更好地发挥城市遗产活化作用，促进公园城市发展，如今更应

该巩固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果，并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扩大工作范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济南市

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人文底蕴厚重。济南市遗产保护工作一直没有放松，并在提升城市历史文化深度

和影响力方面持续加大投入[10]。不仅对老城区泉水风貌带和历史文化街区加强了保护力度，同时还在黄

河文化、齐长城、考古公园遗址等多方面推进，在城市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傲人的成绩。济南市现如今

的城市遗产整体处于较为健康的状态，这为早期高速城市化发展除去了弊病，也为未来济南市城市活化

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4. 规范遗产活化导向，联动多种形式发展 

随着我国物质资源的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也出现了明显的提升，为传统文化注入新

时代活力早已从目标变成了现实。然而，城市遗产活化在文创、数字化等方向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基

于遗产本身的活化方式却略显单调，并不利于城市遗产文化的长期发展，遗产保护相关机构应与文化宣

传组织或商业组织进行有效沟通，规范城市遗产活化导向，联动多种形式发展，如线下线下结合的活动

模式、虚拟形象现实化等。取缔只看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的遗产利用方式。济南市百花洲历史文化

街区将商业与游览进行了有机结合，并从北向南逐步从古城文化表现转变为新兴表现形式，为古城区遗

产活化注入活力。同时，济南市老城区城市遗产周边新建了许多相关的博物馆和展览馆，兼顾线下游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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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线上体验，带动遗产活化发展。 

6. 结语 

我国遗产活化工作经过近些年的持续努力已取得了较为优秀的成果，随着“公园城市”理论的提出，

城市遗产活化又被赋予了推动公园城市发展的责任，作为城市更新的触媒点，城市遗产的活化应更具时

代性、系统性。济南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公园城市发展的先行者，其城市遗产活化工作更应具备模范

作用。本文从“公园城市”视角切入，从遗产间联系与体系构建、统筹遗产周边空间、巩固遗产保护成果

和规范遗产活化导向，联动多种形式发展四个方面，对济南市城市遗产活化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设计策略，

以期拓宽“城市遗产活化”研究的思路，为同类城市的遗产活化工作提供新的参考和借鉴。 

注  释 

①图 1 来源：截自《意象泉城：济南泉城特色标志区规划研究》 
②图 2 来源：作者自绘 
③图 3 来源：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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