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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的节奏逐步放缓，旧城改造成为了建设重点，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旧城更新中城市文

脉的主要载体，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与社会意义。本文主要研究基于系统论的历史文化街区更新设计，

以南京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为例，通过实地调研，梳理核心要素，提出老门东存在的问题，探讨老门东

历史文化街区系统要素整合更新策略，以期为之后开展的文化街区更新工作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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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ace of urban construction in China has gradually slowed down, and urban re-
newal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construction. As the main carrier of urban heritage in the old city 
renovatio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reet districts have important cultural value and social signifi-
cance.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systematic renovation desig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reet 
districts based on system theory, taking the Old South Gate Eas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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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in Nanjing as an example. Through on-site investigation, the core elements are sorted out,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Old South Gate Eas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reet District are dis-
cussed.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ystematic integration and renovation strategy of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Old South Gate Eas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reet District,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cultural street district renov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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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放缓，人们开始意识到旧城更新对历史文脉传承的重要性。

历史文化街区是人们感知城市的特色场所，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物质载体，是反映城市文脉的空间载体。

所以说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更新活动已经迫在眉睫，其对城市空间品质的提升意义重大。目前历

史文化街区的更新设计有极大的关注度，但在实际改造过程中往往忽略了更新设计核心问题的全面性、

系统性和整体性，出现的都是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局部修补的现象，这种现象导致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设

计质量常常未能达到预期效果[1]。因此，本文将系统论思想引入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改造中，期望改进目

前现状。文章通过实地调研，梳理核心要素，提出老门东存在的问题，探讨分析系统论思维在历史文化

街区更新中的具体应用策略，希望为我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更新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2. 系统论概述 

系统论是从整体性的角度观察世界、研究事物、认识问题的学科，最早由美籍奥地利人 L.V.贝塔朗

菲于 1932 年提出[2]。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

体；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

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所以系统论的核心是系统思维和整体性。此后，钱学森在 1990 年初以系统

论为基石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开创了现代系统论的先河[3]。在设计应用方面，2002 年周干

峙院士提出“城市及其区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并将巨系统进行了分类[4]。之后郭璇

在“21 世纪城市——国际住房与规划联合会(IFHP)第 46 届世界大会大学生论坛”中发表论文，将系统论

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相结合，提出了湖广会馆历史街区的六种更新办法[5]。孙锦旭尝试从系统论视角去

整合古城公共空间和塑造特色的空间环境，将古城公共空间“系统要素”分为五大类，包括：空间形态

要素、土地使用要素、交通组织要素、绿化景观要素、街巷设施要素[6]。 
本文是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出发研究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更新设计策略，目的是改善历史文化街区

的文化及物质环境供给，所以将核心要素构建在这两个层面上，分别为“文化要素”及“环境要素”。 

3. 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基底调查 

3.1. 老门东地区发展概述 

南京老门东地区是一个承载着丰富历史与文化的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以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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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地域自古代便繁荣昌盛，是文人雅士汇聚、名门望族栖息之所。老门东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

至三国时代，那时便已有人类在此地建立起居住群落。及至明代，随着中华门和内秦淮河区域成为都市

的经济枢纽，老门东遂成为商贸交易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地带，展现了盛极一时的繁荣景致。自清朝晚

期起，老门东逐步转型为以居住为主的社区，完美展现了南京老城南地区的传统民居风格。老门东不仅

是南京的一个标志性历史文化街区，它同样是南京城市发展历程和文化传承的关键篇章。 

3.2. 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现状调研 

为了深入了解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现状，笔者在 2024 年 6 月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内容主要包括基

于系统论得出的两个核心要素：“文化要素”、“环境要素”。 

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系统核心要素 
(1) 文化要素 
(a) 文保单位 
老门东现存文保单位四处，其中省级文保单位一处，区级文保单位三处。省级文保单位“蒋寿山故居”

坐落在城南门东三条营 18 号，晚清南京著名富商蒋寿山的旧居，是南京晚清建筑群保存较好的一处。区级文

保单位三处，分别是三条营 64 号、72 号、78 号民居。三处民居均为清代古建筑，其中 78 号为傅善祥故居。 
(b) 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京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是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聚集地。这里汇聚了众多非遗项目，其中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八项，以及其他各级非遗项目

九十八项。以下是一些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见表 1)： 
 

Table 1.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and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Laomendong 
表 1. 老门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汇总表 

类别 名称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昆曲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古琴艺术·金陵琴派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雕版印刷技艺·金陵刻经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京云锦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秦淮灯会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京白局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京云锦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金陵金箔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京剪纸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雨花茶制作技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古琴艺术·金陵琴派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雕版印刷技艺·金陵刻经 

 
(2) 环境要素 
(a) 建筑空间 
建筑是历史文化街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老门东的建筑主要体现了江南地区传统民居的风格，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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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民居的最完好缩影，包括传统的中式木质建筑、粉墙黛瓦、马头墙等，这些都保持着原有的面貌。

老门东还保留了部分历史建筑如蒋寿山故居、上江考棚等，这些建筑点缀其中为老门东营造出浓厚的历

史韵味。 
(b) 街巷空间 
巷道基本保持了更新前巷窄、直、长的特点，显示出厚重的历史气息。街区的巷道名称，如剪子巷、

边营、三条营等，反映了该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这些街道曾经是军营和兵器仓库的所在地，现在则成为

游客体验南京历史文化的独特场所。 

4. 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存在的问题 

4.1. 文化的传承缺乏，街区同质化严重 

通过对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文化要素的调研得知，老门东历史悠久、文脉丰富，共有文保单位 4 处、

非遗文化 98 项，但目前街区文化氛围不足，过度入驻了商业空间，与市面大多数文化街区雷同，导致地

域文化氛围淡薄。作为历史文化街区，更新后的老门东没有展现出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缺乏对其文化

的传承。历史文化街区以地域历史文化为亮点，游客更注重文化的感染力，老门东的项目同质化严重，

特色不鲜明，无法满足游客的需求。 

4.2. 街巷建筑单调无趣，缺乏活力 

通过对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环境要素的调研得知，改造时保留了部分历史建筑和街巷空间尺度，但

大部分建筑与街巷是改造时建造的“新品”，这样的做法破坏了原有的街区形态，街巷虽有保留但与更

新后的建筑空间不能很好的融合。更新后的老门东多为新建的仿古建筑，形态单一，缺少了原真性和灵

活度。 

4.3. 街区更新模式不合理，缺乏对人文氛围的保护 

老门东的更新模式是大规模的拆除重建，仅保护占比极少的文物单位和历史建筑。更新后环境虽然

更上一层楼但很多具有历史性和特色性的文化空间没有得到保留，以仿古行为代替日常居住的真实的人

的行为使一代代人延续下来的人文习俗消失殆尽[7]。 

5. 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系统要素整合更新策略 

5.1. 深挖文化要素，传承门东文脉 

在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更新过程中，应采取系统性、多维度的文化要素挖掘策略。首先，组织专业

团队对街区内的历史建筑如：蒋寿山故居等进行详细调查、评估和提取，确保在更新过程中对这些历史

元素进行有效保护和利用。其次，通过搜集地方志、古籍、家谱等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和居民访谈，

挖掘街区背后的历史故事、传统习俗和文化内涵。再次，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对街区内的传统

手工艺、民间艺术、节庆活动等进行整理和记录，使之成为街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8]。最后，创新历

史文化展示方式，利用数字技术、艺术装置、主题展览等形式，让历史文化“活”起来，增强游客和居民

的文化体验，从而促进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的可持续发展[9]。 

5.2. 修复环境要素，重现门东形态 

为保护和提升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的环境要素，应采取积极的修复策略，重塑街区的历史风貌。首

先，依据街区历史格局和风貌特色，制定详细的修复规划和设计导则，确保修复工作尊重历史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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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受损的历史建筑进行科学修复，使用传统材料和工艺，恢复其原有结构和外观，同时提升其内

部功能和安全性。最后，优化街区公共空间，增加绿地和休憩设施，改善步行体验，恢复传统街巷的空

间尺度[10]。 

5.3. 持续合理进行街区更新 

在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过程中，应遵循合理性和可持续性的原则，确保更新活动既能保护历

史文化遗产，又能满足现代需求。策略上，首先，应进行细致需求调研，充分了解游客和商户的实际需

求，确保更新项目与街区实际情况相匹配[11]。其次，采取渐进式更新模式，避免大规模拆迁，而是在保

持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对建筑进行分阶段、小规模的改造和功能置换。再次，引入混合功能使用，将居

住、商业、文化、旅游等功能有机结合，提高街区活力和经济效益。最后，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对更新

项目进行严格审查和动态监控，确保更新活动不破坏街区的历史文脉和传统风貌[12]。 

6. 结论 

目前，随着城市建设的节奏逐步放缓，人们开始意识到在旧城更新中对历史文脉传承的重要性。本

文主要研究基于系统论的历史文化街区更新设计，以南京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为例，通过实地调研，梳

理核心要素，提出老门东存在的问题，探讨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系统要素整合更新策略：深挖文化要素，

传承门东文脉；修复环境要素，重现门东形态；持续合理进行街区更新；以期为之后开展的文化街区更

新工作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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